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6 月 9 日 星期五 文汇教育 7责任编辑/姜 澎

■徐瑾劼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 （简 称 PISA）
自 2000 年 发 起 以 来 ， 每 3 年 测 试 一

个 领 域 （ 阅 读 、 数 学 和 科 学 ） ， 到

PISA2015 时， 这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大型教育评价项目已经顺利完成

了 整 整 2 轮 。 全 球 参 加 PISA2015 的

学 生 恰 好 是 第 一 次 PISA 测 试

（PISA2000） 举行那年出生的 。 此次 ，
上海和北京、 广东 、 江苏共同参加了

PISA 测 试 。 而 且 ， 此 次 PISA 测 试 正

式把评价领域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生

活技能扩展到非认知领域 ， 开始关注

学生生活中的体验、 经历和感受。
PISA2015 测试采用学生自陈式报

告的形式询问学生对生活的看法和态

度， 给学生机会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对未来的期许 ， 并且把学生在心

理 上 对 他 们 生 活 的 总 体 评 价 界 定 为

“生活满意度” 或称之为 “幸福感”。
根 据 PISA2015 数 据 结 果 发 现 ，

中国 （四省市） 15 岁学生的幸福感指

数 （6.83） 低于经济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

（简 称 OECD） 平 均 水 平 （7.31） 。 在

其 他 PISA 成 绩 表 现 卓 越 的 东 亚 国 家

或地区， 如日本、 韩国等， 15 岁学生

的幸福感也显著低于 OECD 平均。
那么 ， 是学习刻苦 、 竞争压力大

导致了学生不幸福？
答案并非如此。
PISA2015 数据结果给了我们两个

意外的数据发现：
第一， PISA 成绩排名在前 10%的

学生与排名在后 10%的学生相比 ， 他

们对生活满意的水平一样 ； 第二 ， 未

发现学生学习时间长短 （包括校内或

校外的学习） 与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

关联。
那么 ， 到底什么会影响学生的幸

福感呢？
考虑到 15 岁学生的幸福感不同于

成年人， 他们的幸福感更多依赖于来

自 学 校 、 同 伴 和 家 庭 的 体 验 和 经 历 ，
因此 PISA2015 分别从学习体验 （课业

焦虑、 成就动机和学业期望）、 同学关

系、 学校归属感和家庭生活这四个方

面综合讨论与学生满意度的关联。

合理调节学生学业成就动机：
动机越高、 成绩越好， 但焦虑也越大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

提出的 “成就需求 ” 理论 ， 成就动机

是指个体想要在竞争中去达到卓越标

准的需求。 PISA2015 沿用了该定义把

成就动机界定为学生 “把追求学业上

的卓越设定为个人的目标”。
根据 PISA2015 数据结果， 学业成

就动机最高的学生要比学业成就动机

最低的学生在科学成绩上存在大于一

个学年的差距。
有趣的是 ， 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具

强烈的学业成就动机 ， 更期望在学校

被认可。 但成就动机越强烈 ， 学生对

考试的焦虑也越严重。
越想在考试和竞争中拔得头筹的

学生， 他们越惧怕失败 ， 即使已为考

试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们仍然很焦虑。
中国 （四省市 ） 学生的学业成就

动机指数为 0.11， 显著高于 OECD 平

均 （ -0.01） 。 但 同 时 考 试 焦 虑 指 数

（ 0.23） 也 显 著 高 于 OECD 平 均

（0.01）。
然而 ， 确实有少数国家能够兼顾

学生学业成绩优异 ， 生活幸福感水平

高， 同时对学业的焦虑感也较小 ， 如

芬兰、 挪威和瑞士。

减缓学生对课业的焦虑感，
提高教师提供个别化指导的专业能力

在 OECD 成 员 国 中 ， 59%的 学 生

表 示 他 们 经 常 会 担 心 考 试 有 难 度 ，
66%的 孩 子 担 心 会 考 不 好 ； 55%的 孩

子表示即使他们准备充分 ， 仍然会对

考试很焦虑。 所有国家的女孩 ， 在课

业和考试上都比男孩更焦虑。
此外 ， 无论学习成绩好坏 ， 都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学 生 对 课 业 感 到 焦 虑 。
PISA2015 数据显示 ， 63%科学成绩位

于低端的学生和 46%科学成绩位于高

端的学生， 他们即便认为自己已为考

试做好了准备， 却仍然很焦虑。
PISA2015 还发现， 如果不综合考

虑学业动机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 课业

焦虑与学生成绩负相关 。 这说明 ， 焦

虑不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
那么该如何缓解焦虑呢 ？ 数据结

果提示我们， 如果教师能对学困生提

供个别化的指导和帮助 ， 他们变焦虑

的可能性就会显著降低 。 这就要求教

师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孩子的优势和

劣势， 有意识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弱化这些劣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在

学 生 评 价 中 ， 要 知 晓 如 何 设 计 测 试 ，
例如， 考试或测验从易到难 ， 这会让

学生更有一种自我掌控感 ； 或者在高

利害的评价之前先为学生提供机会展

示他们的技能。

重视家庭温暖，
家长多花时间与孩子交谈、 一起晚餐

在童年和青少年早期 ， 父母是孩

子连接社会最核心的纽带。 研究发现，
良好的亲子关系甚至比同学或同伴关

系在塑造学生社会性方面的作用还要

显著。
PISA2015 测试通过学生问卷和家

长问卷 （可选 ） 来同时考察和互证家

长和学生眼中的亲子关系 。 考察内容

主要包括两方面 ： 家长对学生学校生

活的兴趣和家长给予孩子的情感支持。
结果发现 ， 家长经常花时间与其

交谈、 吃饭和讨论在学校表现有多棒

的学生， 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水平更

高。 这种可能性达到了 22%-39%。 其

中， 花时间与学生交谈是发生频次最

高的亲子活动 ， 且与学生的生活满意

度显著强相关。
此 外 ， PISA2015 数 据 结 果 还 发

现， 家长经常花时间与其交谈的学生，
他们的科学成绩要比那些报告其家长

没有经常花时间与其交谈的学生领先

三分之二个学年的差距。
在控制学生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因

素之后， 这种成绩上的优势仍然维持

在三分之一个学年 。 这说明 ， 家长经

常花时间与学生交谈不仅有利于提升

学生的生活幸福感 ， 同时还有利于提

升孩子的学业成绩。
中 国 （四 省 市 ） 的 PISA2015 数

据结果显示 ， 有 72.1%的学生表示家

长经常会花时间与他们交谈 ， 比例显

著低于 OECD 平均值 （86.1%）。 这说

明， 在提高学生幸福感和成绩上 ， 中

国家长可发挥的空间还很大。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 ， PISA2015

数据结果显示 ， 能够全家坐在一起吃

晚 餐 的 家 庭 ， 他 们 的 孩 子 ， 无 论 男

女， 对生活的满意度均会更高 。 晚餐

时间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一个非正式

的谈话空间并且按时吃晚饭也是良好

饮食习惯的培养。

加强家校合作，
家长应更多参与和了解孩子校园生活

那么 ， 家长花时间跟孩子聊什么

呢 ？ 这 是 PISA2015 测 试 中 在 家 庭 情

感 支 持 维 度 上 关 注 的 第 二 个 重 要 问

题： 家长对孩子的校园生活有多大的

兴趣？
PISA2015 数据结果发现， 学生认

为家长对他们及其校园生活感兴趣的

程度也会影响他们自己对教育的看法

和学习的动力 。 这种关联性在成绩不

良的孩子身上更加明显 ， 且这种影响

要强于学校资源等其他因素对这类学

生的影响。
此外 ， 家长的作用还可以缓解学

生 ， 尤 其 是 女 生 对 考 试 的 焦 虑 。
PISA2015 数据结果显示， 能够察觉出

家长在鼓励其相信自己有能力的女孩，

她 们 对 学 习 产 生 紧 张 感 的 可 能 性 就

越低 。
根据中国 （四省市） PISA2015 数

据结果， 中国 15 岁学生表示家长对他

们 校 园 生 活 有 兴 趣 的 比 例 为 93.1% ，
显著高于 OECD 平均值。

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教师助力 “快乐学校”

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 ， 还应是

连接学生与外界的纽带 。 学校应该让

孩子变得更加耐挫 、 与周围的人更加

亲近、 对未来有更高期待。
青少年往往寻求更强的社会联系

和价值认同以及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

持。 PISA2015 数据结果显示， 越具学

校归属感的青少年 ， 越能在学业上表

现优越并在学校获得更大的动力。
PISA2015 在学校归属感上主要关

注学生与学校之间情感纽带的紧密度

以 及 他 们 被 同 伴 的 认 可 度 。 总 体 看 ，
中国 （四省市 ）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并

不高 ， 均值为-0.33， 显著低于 OECD
平均值 （0.02）。

从 学 生 在 相 关 题 目 的 回 答 看 ，
64.6%的中国四省市 15 岁学生表示他

们对学 校 有 归 属 感 ， OECD 国 家 的 平

均值为 73%。
那么 ， 如何增进学生对学校的归

属感， 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呢？
PISA2015 数据发现， 教师对学生的个

别化的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在学校

的快乐体验。 如果把学校按照学生满

意度水平进行划分为两类 ： “快乐学

校” 和 “不快乐学校”， 它们分别指代

学生满意度水平高于或低于国家或地

区该项指标平均值的两类学校 。 值得

我们深思的是 ， 在教师给予学生支持

指数上， “快乐学校 ” 显著高于 “不

快乐学校”。
综上所述 ， 从总体看 ， 要想改善

学 生 的 快 乐 体 验 和 对 生 活 的 满 意 度 ，
并非靠父母、 靠学校或靠教师单方面

能实现的。 我们必须要家庭-学校-教

师三方协作， 共建 “快乐学校 ” 和孩

子的幸福生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四年前的秋天， 在一个阳光
明媚的上午 ， 我把你们迎进了上
海纽约大学 。 在当天我的欢迎辞
里 ， 我讲了一个关于你们可以怎
样称呼我的话题： 是叫我 Jeff 呢？
还是雷蒙教授 ？ 还 是 别 的 什 么 ？
我相信你们一定记得我当时说过
的每一句话 。 此时此刻 ， 我相信
你们也在期待我接下来要讲的话，
期待我求你们留下来。

反 正 我 肯 定 还 是 要 留 下 的 。
所以你们是不是希望我大声疾呼：
“别走， 我不能没有你们！”

其实呢， 我可没打算那么说。
有点失望吧 ， 我知道为什么 ， 因
为这是你们此刻的感受 ， 你们不
想离开！ 你们希望我也感同身受。

必须承认 ， 过去这几周 ， 你
们在情绪掩饰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你们用轻快步伐 、 灿 烂 的 笑 容 ，
各种 party 和各种欢乐蒙蔽着不明
真相的群众。

话说回来 ， 也许 ， 是我把我
的情绪投射在了你们身上 。 说实
话 ， 作为你们的老师 ， 我们非常
舍不得你们离开 。 这四年 ， 我们
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 而其中最美
好的 ， 一定是每周三上午 10 点 ，
在 华 师 大 物 理 楼 的 那 些 美 妙 的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 》 课堂 （注 ：
由雷蒙校长亲自讲授的一门关于
人类思想史的课 ， 这是所有大一
新生的必修课， 且难度很大）。

其实我至今仍对当年的 《全
球 视 野 下 的 社 会 》 这 门 课 留 有
深 深 的 遗 憾 。 这 三 年 半 以 来 ，
我 一 直 在 懊 悔 没 有 和 你 们 更 多
地 探 讨 康 德 的 “定 言 令 式 ” 的
第三层表述 。

还记不记得 ， 教材第一册第
41 页？ 你们肯定记得， 但为了照
顾 在 座 的 家 长 ， 我 再 念 一 遍 ：
“任何时候都要把人作为目的， 而
不仅仅是手段”。

我真希望当时能在这句话上
花更多的时间来探讨 ， 因为我希
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踏上社会以后，
都能把这句话作为你们为人的基
本准则 ； 希望你们将之奉为待人
处世的信条， 和判断选择的依据。

从字面上讲 ， 在和别人打交
道， 尤其是面对弱势人群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将待人本身视作目的，
而不是手段 。 和出租车司机打交
道不只是为了穿越黄浦江 ， 和保
洁阿姨打交道也不只是为了保持
房间干净整洁 。 他们是和你们一
样的人 ， 有家庭 、 有朋友 、 有期
待和梦想 。 我向你们保证 ， 如果
你们能把对待他人作为目的 ， 你
们的精神世界会变得更加富足。

面对强势的人 ， 也要把待人
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 。 不要把
有权有势的人仅仅看做是达到目
的的资源 。 他们也是和你们一样
的人， 会疲倦、 会难过、 会犯错。
我向你们保证 ， 如果你们能把对
待他人作为目的 ， 你们的精神世
界会变得更加富足。

同样 ， 我希望你们能将这条
准则延伸到对待那 些 虽 未 谋 面 ，
但却和你息息相关的人们的身上，
比如那些工作在你们衣食住行的
每个环节上的人们 ； 比如那些生
活在海边小村 ， 却对海平面上升
无能为力的人们 。 我希望你们把
对待这些人也作为目的 ， 考虑一
下你们的每一个行为对于他们的
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不要把一份工作仅仅当成赚

钱谋生的 “手段 ” 或者谋求另一
份工作的 “跳板”。 每一份工作都
是一个机遇 ， 让你成长 ， 让你遇
见你尊敬或喜欢的人 。 每份工作
都应该有意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我并不
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份工作没有意
义 ， 就马上裸辞 。 你们应该去尝
试深入发掘 ， 或者开始寻找新的
方向或意义所在。

更抽象一些 ， 我希望你们也
不 要 把 时 间 仅 仅 当 成 一 种 “手
段 ”。 “今天 ” 并非只是 “明天 ”
的垫脚石 。 未来不可能总是按照
你的计划发展 ， 所以千万别让自
己陷入 “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是为
了明天的收获 ” 这样孤注一掷的
境地 ， 否则留给你的很可能只有
竹篮打水和前功尽弃的苦涩。

这里再澄清一下 ， 我不是要
你们挥霍生命 、 得过且过 。 我的
意思是 ， 不要为了明天而去刻薄
今天 ， 花一 些 时 间 去 享 受 当 下 ，
让每个 “今天” 都有收获。

你们可以试试在每天睡觉之
前问自己一个问题 ： “今天我的
精彩一刻是什么？”

这个问题绝对会改变你们对
待这一整天的所有事情的态度。

要是某天临睡前你发现这一
整天都乏善可陈， 那去读点书吧，
一首诗， 几页小说都行。

比如像 《红楼梦》， 这本脱胎
于作者曹雪芹亲身经历的名著塑
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 ， 引
人入胜。

下 次 读 《红 楼 梦 》 的 时 候 ，
我 希 望 你 们 能 想 起 我 今天的话 ，
去思考一下在这些人物当中 ， 有
没有人处处心机 ， 把别人都当做
是可利用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

显然是有的 。 比如贾赦 ， 为
了钱财而不 顾 女 儿 迎 春 的 幸 福 ，
把她嫁给了孙绍祖这样一个禽兽。

我 们 来 想 象 一 下 ， 如 果 18
岁 的 贾 赦 和 18 岁 的 康 德 是 上 海
纽约大学宿舍里的室友 ， 他们会
在夜半时分 ， 就 “父亲对女儿的
责任 ” 这一 话 题 有 怎 样 的 辩 论 ；
亦或者只是讨论一下该几点钟睡
觉 。 这会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思维
画面啊！

这个画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重点 。 无论你们以后进入哪个领
域或从事什么工作 ， 希望你们都
能充分发挥 你 们 天 生 的 创 造 力 。
很多关于创造力的研究提到 ， 在
潜意识里储备一个由不相关的画
面组成 “创意宝库 ” 对于发挥创
造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 也许康德
与贾赦在上纽大宿舍里争论的画
面会成为你 某 个 创 意 的 一 部 分 ，
日后为你赢得一座诺贝尔奖也说
不定 。 把阅 读 书 籍 、 视 觉 欣 赏 ，
甚至是白日梦都作为你 “创意宝
库 ” 的积累 ， 单纯地以欣赏这些
画面为目的就可以了 。 但也别忽
略了它们成为你们实现其他目的
的手段的可能性 ， 康德肯定不会
有意见。

上海纽约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们， 你们即将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这个世界需要你们 。 在此 ， 我代
表你们的老师 ， 向你们表达我们
的期许：

愿你们享受工作的乐趣———
体会工作过程以及结果的喜悦。

愿你们享受职业的乐趣———
体会因你的努力而为社会创造更
大价值的满足。

愿你们拥有好的运气 ， 并懂
得对好运心怀感恩。

愿你们润物无声地帮助他人。
愿你们温良恭俭， 关怀包容，

不要自鸣得意， 目中无人。
愿你们以待人为目的 ， 无论

是那些你们尊敬的重要的人 ， 还
是那些为你的生活提供各种便利
的默默无闻的人。

愿你们明白人生不是一帆风
顺， 要做好山重水复的准备 ， 但
也要有柳暗花明的信心。

愿你们坦然面对自己的无知、
疑惑、 弱点和踌躇。

愿你们可以习惯， 从今天起，
不用再称我教授 ， 可以直接叫我
“Jeff”。

愿你们不要总是停留在熟悉
的地方 ， 而是继续你们的旅程 ，
去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

愿你们能经常回到上海 ， 回
到浦东。 你们永远是上海纽约大
学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 我们随时
欢迎你们回家。

祝贺大家！

■朱小虎

巴 黎 当 地 时 间 5 月 24 日 中 午 11
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

布 了 2015 年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

（PISA） 学生财经素养测评结果。
在 这 项 全 球 15 个 国 家 （地 区 ）

48000 名 左 右 15 岁 学 生 参 加 的 测 试

中， 中国四省市 （北京 、 上海 、 江苏

和广州 ） 学生平均分为 566 分 ， 排名

第一 ， 超过 OECD 10 国平均值 （489
分） 77 分。 那么， PISA 学生财经素养

测评是什么 ？ 如何解读中国学生的表

现呢？
关心上海教育的人对 PISA 一定不

陌生， 这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

起的一项旨在评价义务教育末期学生

适应未来生活能力的测评 。 上海也参

加了 PISA 2012 的财经素养测试 ， 并

以 603 分取得该项测试的第一 ， 超过

OECD 13 国平均值 （500 分） 103 分。

PISA 财经素养测评涵盖四大方面
根据 PISA2015 的界定， 学生财经

素养是 “一种关于财经概念和风险的

知识和理解力 ， 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和

理解力的技能 、 动机和信心 ， 以便学

生在广泛的财经背景中做出有效决策，
提高个人和社会经济利益 ， 参与经济

生活”。
PISA 分别从财经问题所属的知识

领域、 问题解决过程和问题所处的情

境来设计学生财经素养评估框架。

PISA 把 15 岁学生财经知识领域划

分为四个部分———
“货 币 和 交 易 ” 主 要 包 括 知 道 货

币的目的和不同形式 ， 能进行简单交

易等。
“规划和理财” 是指对收入和财富

进行长期或短期的计划和管理的知识

和能力， 以及合理使用财富的能力。
“风险和回报 ” 指识别多种管理 、

平衡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 以及理解不

同金融情境和金融产品的潜在收益和

损失的能力。
“财 经 视 野 ” 的 内 容 是 广 义 财 经

和金融世界的特征 ， 包括消费者的权

益和责任， 金融合约的含义 ， 它还包

括对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变化后果的

理解。
“问题解决过程” 主要描述学生对

该领域相关概念的认识理解能力 ， 以

及理解、 分析 、 推理 、 评估和提出解

决方案的能力。

基础学科领域的表现是中国学生财经
素养表现优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学生在基础学科领域 ， 尤其

是数学方面的优异表现已经得到了全

世 界 的 认 同 。 PISA 2015 总 体 成 绩 方

面 ， 中国四省市也达到了 531 分 ， 仅

低于新加坡及我国的香港、 澳门。
学生在解决一些财经问题时 ， 会

用 到 一 些 诸 如 简 单 运 算 、 百 分 比 等

数 学 知 识 和 技 能 ， 在 阅 读 金 融 单 据 ，
分 别 金 融 术 语 时 也 需 用 到 一 些 阅 读

技能 。

因此 ， 可说是数学 、 阅读等基础

学科提供了学生解决财经问题的基本

技能 。 在 2012 年 PISA 测试中 ， 上海

学生的财经 素 养 成 绩 差 异 有 80.9%都

可以由其阅读和数学成绩来解释 ， 其

中， 数学能够单独解释的占 14.1%。
PISA 2015 中， 71%的财经成绩差

异可以通过数学 、 阅读等主要领域的

成绩解释。
但是 ， 仍有近 30%的财经成绩差

异无法用主要学科的表现解释 ， 特别

是具有相同数学或阅读能力水平的学

生， 其财经素养表现差异相当大 。 因

此， 财经素养绝不等同于基础学科领

域的应用和拓展 ， 它具有领域的独特

性。 这也是众多国际组织不断呼吁加

强财经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财经素养内容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
学生的课堂

影响学生财经素养表现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是学生课程内容 。 作为常见

的 生 活 情 境 ， 购 物 消 费 、 利 息 计 算 、
货币兑换、 收支计划等基本的财经类

问题经常作为学生数学等学科应用类

问题的背景出现， 而宏观经济、 税收、
财政等内容也渗透在以思政 、 史地和

语文等人文课程中 。 尤其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将财经

类的内容渗透到学校课程中。
以 2011 版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

标准》 为例 ， 在课程目标的知识部分

明确规定要 “初步了解生产 、 消费活

动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并在 “我与家

庭” 部分规定要 “知道家庭经济来源

的多种形式 ， 了解家庭生活必要的开

支 ” 并 要 “学 习 合 理 消 费 、 勤 俭 节

约”， 在 “我与家乡 （社区 ）” 部分规

定要 “了解本地的一些商业场所 ， 调

查、 比较商品的不同价格 ， 学习选购

商品的初步知识”， 并要 “开始具有独

立的购买简单生活和学习用品的能力，
具备初步的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除此以外 ， 近年来很多地区和学

校通过校本课程 、 课外活动等对学生

进行财经教育。 浦东新区从 2010 年起

在 20 所 学 校 试 点 引 入 金 融 和 理 财 课

程， 并逐步在上海全市进行推广 。 许

多学校建有金融创新实验室 ， 为学生

提 供 财 经 学 习 体 验 。 同 样 ， 在 北 京 、
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 ， 金融类课程的

试点和推广也一直在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 ， 尽管中国学校中

专 门 开 设 财 经 类 课 程 的 比 例 仍 不 高 ，
但财经教育在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进

入到学生的课程和活动中 ， 为学生提

供了接触和理解经济和金融概念 、 进

行金融和理财实践的机会。
同时 ， 青少年参与金融活动和进

行金融决策的比例 ， 可支配的金钱数

额越来越大。
根据 PISA 2015 调查结果 ， 中 国

四省市 47.9%的 15 岁学生有银行账户

或贷记卡， 在一些大城市 ， 这一比例

更高。 这意味着 ， 培养青少年正确的

金钱观， 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院博士）

中国学生为何能在 PISA 财经素养测评中得第一

任何时候都要把人作为目的，
而不仅仅是手段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在首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影响学生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