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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每当我打开这本书稿，用心反复地去阅读这些文字时，儿子在

加拿大读书的日日夜夜就变得那样清晰可见。

记得在加拿大学校的最后一周里，他的同学天天追着问他，

“你一定要走吗？”等到最后一天时，同学们又抱着问他，“你什么

时候还回来？”老师为他准备了完整的学业报告和可爱的小礼物，校

长在就读证明上签了名字，大家共同留下了对他未来的祝福。我的内

心时常被这些画面充盈着感动与感恩。

回想当初，我和先生做出决定，让儿子去加拿大BC省枫树岭市

入住友好家庭生活， 插班一学期入读加拿大小学时，我反复地问过

自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头脑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随着时间的逝去，伴随着全家人的坚持与努力，如今这段经历

真实而清晰地告诉我：书要他们自己认真地读，路要他们自己独立地

走，家长越早放开手，越对孩子成长有好处。

这半年里，我在原有作为中加教育交流平台搭建者的身份，因

为儿子的留学经历，又成为了一位小留学生的家长，双重角色的担

当，再加上儿子在留学期间表现出的坚忍、好学、友善……让我深刻

地解读了亲情的难舍和友情的珍贵，更加珍惜儿子“学人做人”成长

变化中的点滴收获。不管未来如何，短短的留学经历都是他人生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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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财富。

我不再奢求他空谈理想，只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先从做好平凡人

开始，正如加拿大学校的校训：“平凡的人，要有一颗善良、关爱的

心，要有正义的行为，要成为一名谦虚的同行者。” 

小树的根扎坚实了、扎正了，参天大树就是他的未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母亲，从当初要求我用文字记录儿子留

学历程开始，到后来，我的每一篇文字，她都要亲笔修改与点评，让

我有机会幸福地成为了母亲一生教师生涯中，最牵挂和最自豪的学

生。这本书渗透了我们祖孙三代人对教育的不同理解！

在这里，我要谢谢一路来关照儿子的朋友们，是他们的支持，

让我有机会，从“纸上谈兵”转战成为了有着“实战经验”的留学生

的妈妈，让我对我的职业有了重新的认定，我要做一位用“爱心”去

规划孩子国际教育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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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飞吧

2014年3月，我们作出了送儿子9月份前往加拿大读书一学期的

决定。同时也开始提前辅导他学习国内四年级上半学期的课程。

我把自己的工作日程作了精心地安排后，就向他讲了妈妈亲自

送他前往加拿大的计划。一是出于母爱，陪他渡过初抵加拿大的适应

期；二是完成夏令营团队的收尾工作和9月份新生的入位工作。

我对自己的完美安排沾沾自喜了许久，全家人也相安无事地度

过了四个月。

随着出行日子的一天天临近，儿子的兴奋程度越来越膨胀。

一天早上，我还在睡眼蒙眬的时候，他蹭地蹦到我的床前，睁着亢

奋的双眼告诉我：“妈妈，我梦到我去了加拿大。”我足足地看了

他30秒。他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我疑惑的表情。我简单地安抚了他几

句，就上班了。

当我坐在办公室里静下心来，陷入了沉思中。依儿子的性格，

向来比较任性。早晨的情景提醒我，他对去加拿大的期望值太高

了。对于一个孩子，满脑子都是符合他心愿的大好事，一旦遇到不

如意或困难时，他会不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会不会再演出“大闹

天宫”的一幕来？

为了他好，只有先让他痛一次，让他有事情随时有变的心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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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才行。于是，我和他爸爸商量后，作出了让他单飞的决定。

第二天，当我们把修改后的决定告诉他时，他的反映十分平

静，只说了一句“没关系，反正在国内我也是一个人飞来飞去到姥

姥家。”瞬间，我一颗紧张的“小心脏”被他的话语抚平了，但我

仍有些许的自责。

可当第三天再问他：“你真想好了吗？”他居然反问我说：

“什么事，你和我讲什么事？”我的娘啊，这都是什么节奏。我重

新再说一遍时，得来的回答是“坚决不行！你们不送我，我肯定不

去。”看着他的样子，我真有些难过了，既犹豫又担心。只能拿出

我的杀手锏，温和地告诉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不去，二是

自己去。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希望。”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他突然告诉我们：“我可以一个人前往

加拿大。”我们立即夸他是爸爸妈妈的好儿子，勇敢有出息，并对

他讲：“友好家庭的加妈加爸会关心照顾好你，电话我们可以常联

系，视频我们也可以常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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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自己的东西

多年来，我无数次地到机场为留学生送行，看惯了那些激动的

场面，听惯了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语。表面上看似乎习以为常，实际内

心却兴奋紧张。今天送行学生中有自己的儿子，复杂的心情可以说无

以言表。谁也不知道登机后会遇到什么，谁也难预料入关时又会发生

什么？家长们的心就这样被悬吊在半空。

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为他送行的朋友，大家在候机大厅中给他

鼓励，与他拥抱，和他合影。在大家的祝福中，他排在学生队伍中缓

缓向入口处走去，我们不敢在他面前流泪，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他微笑

挥手。似乎他也满眼噙着泪水向我们不停地挥手，慢慢地、慢慢地，

他的身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我的心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一句祈

祷“祝他们一路顺风”的心里话脱口而出。

我们开始计算时间了，等待他平安抵达温哥华的消息。夜间两

点，飞机平安降落机场。儿子来电话说：“妈妈，海关大厅人特别特

别多，可能要排队等好久。”简短几句交流就挂掉了。又过了一个

多小时，我收到同事的微信，说儿子入关时，不知把入境卡放在哪里

了，他们正在帮他找。我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过关对我们大人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更何况一个孩子。关键时刻找不到文件，弄

不好会被移民局关进小黑屋的。我的焦虑剧增，血压上升。没过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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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电话里又传来“找到了”的好消息。此时，一场温哥华机场惊险

片在我脑海里闪过。他们终于顺利过关了。

我能理解儿子在飞机上没有睡好的疲劳，也能感受到他在入关

大厅的兴奋和激动。无奈，孩子是不懂丢失东西的严重后果的。这

也许是他出国留学遇到的第一次考验吧！让他以后学会收紧自己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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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月中的儿子

儿子离开我们的身边，独自一人前往加拿大求学，已经整整过

去24小时了。一颗牵挂的心由此也系得越来越紧。我由不住酝酿了一

下感情，拨通了友好家庭的电话。电话中，我感觉到他很高兴，告诉

我，明天加妈和加爸要带他到维多利亚小岛度假3天。我叮嘱他把换

洗衣物都带全。刚交代完，我还想再说几句，他就告诉我：“妈妈，

我不能再跟你讲了，我们正在玩，你说的事情，我明白，我会弄好

的，再见啊！”这“白眼狼”的节奏是分分钟的事儿。

我们很感谢友好家庭在接待儿子时的日程安排，先带他去感受

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分散他想家的情绪，然后让他一步步融入新家庭

的生活与学习中，希望他能理解和接受大家的关爱。

一整天，我除了正常工作事务外，满脑子不时跳出儿子在维多

利亚岛尽情玩耍的一幕幕场景，牵挂的心放松了许多许多。我的同事

笑着对我说：“想儿子了吧！你儿子不会错的，放心吧。”虽是大家

好心的安慰，但我长期留学工作的实践告诉我，好戏还在后头！从现

在开始，我将面对的是一位儿子+留学生，自己的担子不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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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就这样开始了

连续几天，他一直处于新鲜和兴奋中。昨天半夜12:00（温哥华

早上9:00），他已经和加妈全家坐上开往维多利亚的渡轮，开始了三

天的度假之旅。

渡轮要开两个小时才能抵达维多利亚。可能是闲得无事可做

吧，他在渡轮上突然哭起来，开始和加妈表述他想妈妈。旁边好心的

中国朋友用他的手机拨通我的电话，让他跟我通话。简短几句话后，

我急忙挂掉又打了过去。先和加妈聊了几句，加妈安慰我不要担心，

他的情况很好，想妈妈很正常。然后儿子接过电话，哭哭啼啼地向我

表述，他很想妈妈，希望我马上去看他。我问他和弟弟玩得怎么样，

他说：“很好。”我问他吃的和睡的怎么样，他说：“都不错，只是

想妈妈和爸爸。”我立刻拿出我的配方给他治“相思病”，我用温和

的话语告诉他，我们能感受到他想家的心情，这种感觉证明他很爱我

们，我们也很爱他。但我们需要处理一下身边的工作，然后早点前往

加拿大看他，让他知道我们也很想他。他还告诉我，他把自己的背包

落在阿姨的车上了，里面有他心爱的书和钱包，还有一些零食，所以

他有些担心。我告诉他阿姨会等他度假结束后第一时间给他送回去

时，他的心情才平复了许多。然后，他用平静的语气说：“妈妈我爱

你，爸爸我爱你，把电话挂了吧。”矮马，这是电视剧吧！虽然我和



007

儿子经常在家说这种爱来爱去的话，但今天第一次从国际长途的电话

里听到，心里顿时暖暖的、酸酸的，眼泪夺眶而出。我隐隐地感觉到

接受他情感跌宕起浮的日子开始了。

他毕竟不足10岁，只身一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需要多大的

勇气和心理承受力啊！我只想告诉他，如果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

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现在他唯一可以努力做的，就是尽早适应妈

妈和爸爸不在自己身边的生活，只有接受了这个新环境，下一步才

能融入这个新家庭和新学校中，才能在新的起点上起航。让我们都

来祝福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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