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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是沪上中小学开学日，然
而，家住松江区的啸啸却和以前一
样，没有走进校门，而是在家里迎来
了一个人的“开学”。因为，在入小学
只上了两个月课后，父母就觉得那
种大呼隆式学校教育不适合自己孩
子，孩子难以获得自由和快乐的发
展，便把他留在家里由家长“自教”，
一晃已经十多年。
没有各科老师，却有妈妈的细

心教授；没有繁重作业，但有充足的
自由阅读时间；没有历史地理课，爸
爸就领着他在全国各地游学……这
便是 !"岁啸啸的学习生活。几年下
来，啸啸非但没有落下学业，反而学
习进度比同龄人快不少。

啸爸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博士，而啸妈则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两人都曾有过从教的经历。早
在啸啸上幼儿园时，就已有在家学
习的经历了。当时的啸啸不爱睡午
觉，对于幼儿园每天下午看电视、
吃点心的安排也不喜欢，于是，啸
妈就每天中午把他接回家，一起做
游戏和阅读。
啸爸说，做这个决定更多是认

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模式并不适合啸
啸。他说，现在学校里盛行应试教

育，孩子不但不能获得全面的知识，
连童真也会受到束缚。因此，他决心
自己培养一个身心健康、自由成长
的孩子。
事实上，尽管“在家上学”，但啸

啸的学习任务一点不比在校轻松。
每天，他都要学习各科知识，看大量
书籍，还要锻炼身体。自幼儿园小班
开始，啸啸每周都要参加跆拳道、游
泳等课程。啸爸说，啸啸不但阅读他
喜欢的科幻类书籍，还开始主动思
考，并与父母分享心得。每逢假期，
啸爸还会带着孩子旅游，让他亲近
大自然。此外，爸妈还会安排啸啸去
参加跆拳道的封闭集训、英语夏令
营等，既培养了啸啸的自理能力，又
提升了社会交际能力，使家庭教育
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我并不想把啸
啸培养成什么神童，我的目的就是
让孩子在自由的环境下获得身心的
健康成长。”啸爸说。
在教育啸啸之余，啸爸还建立

了博客、微信、## 群，与各位“围
观”家长交流。现在全国已有近 $%%

名家长成了啸爸的粉丝。他们一起
组织户外活动，让同龄的孩子们一
起玩耍、交流。
本报记者 王蔚 通讯员 楼依蝶

父母想还孩子自由发展空间

松江一少年!在家上学"十多年

! ! ! !近日，啸啸的传奇学习经历引
起各方关注。其实，这种教育模式
在欧美一些国家早已有之，被称作
“家庭学校”（&'()*+&'',-./）。不
过，对于“在家上学”，目前国内外
的教育界仍有不同声音。

上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
中心副主任施斌表示，这种模式在
我国首先就绕不开一个法律问题。
因为，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
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
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而且，该法
还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
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
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
正。”

施斌表示，即使父母文化程度
再高，毕竟教育是一门科学，父母
依照自己的想法对孩子进行家庭
教育，其所采用的方法未必就真的
科学，其所实施的“课程”也不可能
如学校教育那么完整、严谨和科
学。所以，类似啸啸这样的情况只
是个案，没有更大的效仿价值。

但也有专家表示，“在家上学”
与不让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还是
有所不同的。前者只是把学习的场
所由学校移到了家庭，而后者是有
意或无意地不让孩子获得文化知
识。据 0!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显示，目
前我国约有 !1$万学生“逃离”学
校，选择“在家上学”，这些孩子主
要处于小学阶段，且家长大多具有
高学历。家长们表示让孩子“在家
上学”的前几个原因依次是：“不认
同学校的教育理念”（231!45）、“学
校教学进度过慢”（412%5）、“孩子
在学校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61075）、“孩子厌倦学校生活”
（71%65）等。

那么，部分家长所持“上学不
如在家自己教”的理念，是否真的
科学？是否真的有利于孩子发展？
对于啸啸的成长经历，本报还将持
续关注，也欢迎广大读者共同来探
讨这一教育问题。

本报记者 王蔚

我国约!"#万孩子
选择!在家上学"

不认同学校理念是首因

! ! !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恰逢小雨。静安区某小学附近，小学生们携带雨衣
雨伞踏上求学路。 本报记者 张龙 摄雨中上学路

! ! !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由市科
协和上海电影集团共同打造的上海
科技影院，将于今年 7月前后在科
学会堂亮相。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
海市科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上获悉，这将是国内首家主打
“科技牌”的影院，重点放映科技、科
幻、科普影片，为全社会营造一份浓
郁的科学文化氛围。

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 6天假，
上海科技馆已接待旅客 !31"$万人
次，同比增长 !35，新引进的两部
科普影片———巨幕电影《加拉帕格
斯———大自然的仙境》和球幕电影
《阿拉斯加———荒野生灵》，成为人
气大片。其实，一进科技馆先抢两张

电影票“候场”，然后再巡场参观各
展项，已经成为玩转上海科技馆的
必备攻略。不过由于科普电影场次
有限，不少游客遗憾错过。
目前，我国国内科技影院资源

明显不足，放映科学影片的影院主
要集中在各地科技馆内。想看一部
科普片先要买科技馆门票，无疑增
加了科学迷的观影成本。从去年开
始，上海 4家商业院线率先试点播

放科普影片。不过，大多数科普电影
被排在上午，仍然难以缓解社会蓬
勃兴起的科普需求。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科协与

上影集团积极谋划，准备在位于南
昌路科学会堂的三楼报告厅，开设
国内首家科技影院。目前，相关改造
方案正在规划设计中，建成后原来
仅用于会议或讲座的报告厅，将全
面升级为影院规格，银幕设施、放映

设备、环境音效、座椅设计等符合院
线影院标准。同时，市科协将利用专
业科学资源，深挖上影集团庞大的
影视库，为市民适时备好一道道科
普大片。市民来此，可以欣赏到海内
外知名科幻大片，点看原上海科教
制片厂的经典老电影，其中有很多
正在消失的优质科普片，也有酷炫
时尚的科技新片。
科普电影是一种喜闻乐见的科

学传播形式，综合调动视觉听觉感
觉，与科学好奇心一道探知奇幻的
科学世界，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
常用手段。

据 0%!%年中国全民科学素质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的达标率为 "1065，上海公民科学
素质的达标率为 !"165，而世界上
几个公认的科创中心所在国家的
数字都非常抢眼：美国是 0$105、瑞
典是 "21!5……市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杨建荣认为，综合运用贴近
市民的各类科普形式，尽快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至关重要，这是促进形
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重
要基础。

上海科技影院六月上线
选址南昌路科学会堂

! ! !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马丹）春
节的脚步还有些不舍，新学期的脚
步已然来临，本市中小学今天开学。
根据规定，本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周
为“安全教育周”，各校应以应急逃
生演练、防拥挤踩踏等为重点，开展
安全教育活动。记者从市教委和各
区县了解到，“安全”已成为本市校
园开学第一课。
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的校园变

身“羊羊总动员”游乐园，一大早，戴
着橙色围巾的安全小卫士“喜羊羊”
就站在校门口做出安全提示，黄色
警戒线从校门口一直通到教室门
口。该校德育教导赵静说，学校地处
中心城区，校园面积不大，校门紧邻
道路，因此，引导学生有序“绕道”，
可避免高峰时段安全隐患。
在杨浦区同济小学，一套长约

!%分钟的“救护操”即将在校园中
推广。这套操用简单明白的肢体动
作教同学们指压止血、单肩包扎、双
眼包扎甚至抬担架的技巧。虹口区
澄衷初级中学则将和公民警校合

作，推出交通安全教育课，学生将在
警校职业体验中，提升生存技能与
避险能力。

长宁区天山第一小学换上了
“安全新装”———教室变成了绿色和
黄色这两种“护眼”色，洗手间的水
池也装上了防溢水装置。天一小学
要求每个孩子亲手绘制“校园逃生
图”，了解校园逃生路径，学校挑选
出每个楼层的最佳“逃生图”，制作
成警示图，贴进楼道。
自 0%!"年 4月 !日起，市教委

联合市公安、消防、民防等 $个部门
编写的《上海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
行为指南》教材，在全市中小学使
用，目前该教材已印发 6%多万册。
今年，市教委还将免费为高中生配
送教材，使教材在中小学生中全覆
盖。此外，今年本市还将启动建设上
海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管理中
心，功能覆盖实时监控图像接入、技
防系统监管平台、应急指挥中心、安
全教育培训、安全管理法规库、日常
安全检查数据库等方面。

本市中小学今开学
安全教育成为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