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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教育

职业教育兴盛
线上教育火热

青年报：在澳洲，职业教育是否

特别兴盛？

李荣誉：澳洲人特别重视教育，
咱们高三的学生是 100%都要读大
学，但是在澳洲，很多学生初中毕业
就选择走高职的路，这是跟我们没有
职业道德歧视有直接关系。哪怕你在
澳洲是水暖工、电焊工、汽车修理工，都
会受到尊重。而且他的薪水和工作环
境都非常好。甚至水暖工、修理工每年
的工资要比大学教授还要高，并没有
人歧视他。

这给各个层次的办学带来了一些
相对的好处。家长虽然也有导向性，
但是并不对孩子施加很多压力，我们
这里几乎有30%的学生初中毕业直接
就到高职了。高三毕业以后想读大学
的学生，占高中毕业生总数的比例相
对低了很多。这就导致澳洲大学教育
资源过剩，想通过海外学生来保证大
学的发展。

青年报：你们以前有一个叫TAFE

（即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的项目？

李荣誉：是的，当时是因为澳洲
学生签证和移民签证有直接关系的，
根据行业的需求，比方说缺厨师或者
美容美发师，当时通过澳洲的移民政
策招了很多这样的学生，满足劳动市
场短缺的形势。后来出现了很多学生
通过这种渠道钻空子，他们不是真正
想学习，就是想移民。澳洲政府从签
证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觉得这样进
来的学生他自己没有想从事那些行业
的动机，只是想通过这种签证种类达
到移民目的，就把这个项目停了。

虽然它每年也公布一个劳动市场
短缺的行业名单，但是已经把这个学
生签证转为工作签证的机制停掉了。

青年报：这次代表团到沈阳和

上海两个地方进行访问，请问澳大

利亚的在线网络教育目前是处于什

么样的研究阶段？对于网络教育，

有的它是比较开放的，有的认为它

对实体教育进行了冲击，这次你们

和上海教育界进行沟通的时候，你

们比较关注哪些点呢？

李荣誉：澳大利亚每年在在线教
育方面这一块的增长达到11%左右，
从业人员方面也超过了15万。几乎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些在线方面的课
程。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是有它的在线
教育方面的模块，并且不是只是让学
生对着冷冰冰的屏幕或者一个机器，
它让学生有一个互动的学习，不是只
是对着屏幕。

澳洲大学普遍认为线上教育不
会取代传统教育，只是通过互联网的
发展，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平台，让
更多的学生特别是为距离大学较远
地区的学生、在职的人员、不能脱产
来学习的人员等提供便利机会。关
键是需要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更强
一些。

青年报：你们现在会和国内的高

校合作吗？

李荣誉：现在在互联网教学方面
和国内合作的例子很少，因为其还处
于发展阶段。另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是，网上教育或远程教育，即便拿到
证书、学历，还没有完全被政府和行
业认可，这个是网上教育受到限制的
原因。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副校长李荣誉在沪接受本报采访：

一流大学传授的知识要有实用性
作为2016“澳大利亚周·中国”的重点行程之一，日前，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代表团

结束沈阳之行，于13日在教育变革前沿的上海开展此行的最后一站。
百忙之中，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李荣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

采访，畅聊对职业教育的看法。据悉，李荣誉校长是澳洲40所大学中唯一一名澳籍华
人校长。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李校长，现在上海在大

力打造高校“高峰”“高原”学科。中

国政府又正式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对于中国高校追求“一流”，你怎

么看？你可以谈谈你心目中的一流

大学是怎么样的吗？

李荣誉：我心目中的一流大学是
以学生为中心，以服务国家和社会为
己任，能够完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甚至应该走在科技最前沿，勇于创
新，培养21世纪能够把世界作为自
己就业市场的人才。

一流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必须有
实用性；所培训的技能必须有实用

性；要有超前意识，不能让学生掌握
的知识、技能毕业时就过时了。

另外，我心目中的一流大学不应
该面面俱到，要有选择，根据自身的
背景、实力突出做好几个领域、几个
专业方面的工作。最关键的是如何
让学生成为一个会独立学习的人，并
且坚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青年报：目前在校学生中，澳大

利亚首都堪培拉大学的国际学生特

别是中国学生占比情况怎么样？

你对他们有何评价？会不会考虑

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前往

就读？

李荣誉：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比

例对比其他大城市的大学比较低，中
国学生的比例也如此。

当然学校希望招到更多的留学
生，也希望留学生来源国更多元
化。这是因为，堪培拉的移民比例
低，留学生相对数量少。这对海外
学生来讲不是坏事，因为语言环境
好，学校也能更多地对学生进行个
别辅导，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方面
都有益处。

中国学生都很聪明，基础知识
都很扎实。他们到学校主要的困难
是刚到时可能生活、语言、学习的方
式方法都还不适应，但过了这段时间
就进入状态了。

谈择校 要选教实用技能、有超前意识的大学

青年报：从前几年开始，澳大利

亚的大学允许中国学生可以用高考

成绩来申请入学，不知道这个政策现

在的实行情况怎么样？是怎么换算

的呢？

李荣誉：计算起来比较复杂，中
国每个省份的高考录取成绩都不一
样，很难选择全国高考成绩平均
值。中国学生的高考因为有文科
和理科一说，涉及到理科的分数和
文科的分数怎么计算，之前很多学
校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有了比较好的
了解。

是不是全国分数线，是一本还
是二本，这里面区别还是很大的。
澳洲的入学标准是宽进严出，你哪

怕没有高考成绩，只是大专甚至中
专毕业都有留学的机会，但是不是
能够修满学分，能否考得出来又是
另一回事。

关键不是中国学生的学术水平
怎么样，而是怎么样从中国的教育制
度教与学的模式转换到澳洲互动形
式，能够变成一个独立学习的过程，
这也是中国学生面临的比较大的难
题。一旦过了第一学期，知道怎么样
学习了之后，他们的学业都会很顺
利。

青年报：李校长，你提到澳大利

亚的大学采取的宽进严出的教育方

式，不知道这几年中国学生入学后会

不会遭遇学业上的不适应，没有办法

完成学业的情况？

李荣誉：宽进严出从概念上理
解，就是既对学术有要求，也对语言
有要求。中国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术
和语言方面都达到大学的入学标准，
只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教育形式，大家
习惯了死记硬背，在个人的独立学习
能力方面相对差一些，不太能灵活理
解老师的说法。

现在各个层次的学校在培养中
国学生学习能力方面下了很多工夫，
希望他们能够快速转型，从接受知
识、死记硬背，做练习题，应付考试，
到变成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提问，有
自己的创意。大多数的学生经过一
学期的磨合，是能适应的。

谈学习 澳洲大学宽进严出，想要毕业不容易

李荣誉畅聊对职业教育的看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