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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泾中学高三
女生陆韵把自己的
网名取为“螳螂”。
一个女孩子，取这
样的名字，寓意是
什么呢？她说，原先
人们总以为雌螳螂
吃雄螳螂的“螳螂
效应”是这类动物
的自然现象，其实
“雌螳螂吃夫”的概
率极低，果真如此，
螳螂早灭绝了，这
只是人们的“观察
效应”。但有时，极
低的概率往往会
遮蔽人们的双眼。
她说，虽然她接二
连三地纠出教材中
的差错或不恰当之
处，但那毕竟是概
率低得不能再低的
事，但愿自己的“观
察效应”不会像“雌
螳螂吃夫”般被以
讹传讹，让人们对
教材产生不该有的
怀疑。

! ! ! !上高一时，陆
韵偶然发现第二
册语文教材第 !"

页上对柳永的《八
声甘州》最末一句
“ 正 恁 凝 愁 ”的
“恁”字注音为
“#!$”，而正确的读
音应该为“$!$”。于
是，她给编印教材
的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官网留了
一封信。一年后，
等到下一届学弟
学妹再使用这本
教材时，她特意跑
到低年级教室去
问了一下，结果发
现教材上的这个
差错已经得到了
更正。
初次当“啄木

鸟”就获得了成功，
一下子触动了她原
本就好质疑的神
经。于是，陆韵对阅

读教材变得更加认真，除了
学习知识，她还当起“哨
兵”，随时注意还有没有差
错出现在课文里。
爱质疑的陆韵，生活中

是个乖乖女。“我喜欢手工折
纸，还喜欢制作软陶工艺。今
年圣诞节前，我还剪了几个
窗花，小刀刻出的雪花飞舞
煞是好看。现在高三了，休闲
时间不多，也算是忙里偷闲，
给紧张的神经片刻的放松
吧。”陆韵说，她的另一个爱
好是长跑，这倒与她“乖乖
女”的特征有些“南辕北辙”，
这学期的校运会上，她拿到
了年级的女子 %&& 米冠军。
她的梦想是上了大学，去参
加一下向往已久的上海马拉
松比赛，实地感受那种追风
奔跑的刺激与洒脱。
广泛的兴趣爱好让陆韵

对生活和学习充满了热情与
好奇。“这或许也是我平时比
较爱琢磨、质疑一些问题的
原因吧。”她说，假日里跟着
家人去天南海北旅游，自己
也会用一双探究的眼睛，对
周遭一景一物多一份好奇
心。比如，去承德避暑山庄，
她发现“避”字是一个错别
字，是康熙皇帝无意写错了
还是有意为之？再如，有一次
去滁州，发现琅琊山山门上
的匾额赫然写着“琅耶山”，
记得语文课上学过欧阳修
的《醉翁亭记》，里面明明写
道“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
琊也”，这又是怎么回事？难
道苏轼也写了错别字？这又
一次促使她去查找资料考
证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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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为长了一双善于发现的
眼睛，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学习
中，陆韵总能找到不太为别人
注意的问题。

去年，陆韵在牛津上海版
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英语课本
（上海教育出版社）第二单元第
三课《植物的趣味世界》中看到
这么一段话：
“'() *+',-，. $).# #)*.'/0)

+1 2.')# */*3，/- -,4( . 5*.$'6 7'

(.- . *+$8 2(/') #++'9 /$ 2(/4(

'()#) .#) :.$3 (+*)-6 7$ ;-/.$

4+,$'#/)-9 *+',- #++'- .$< -))<-

.#) +1')$ 4++=)< .$< -)0)#)<

/$ :).*-6（荷花是一种与莲花有
近亲关系的植物! 它有一条又

长又白的根" 根的里面有许多

孔! 在亚洲的一些国家"荷花的

根和种子经常被烹调和食

用。）”
她说，以上这段文字是说

“藕是荷的根”，但是在小学的
自然常识课上，老师明明说“藕
是荷的茎”。因此，她及时请教
了学校生物老师沈洁心，沈老
师果断地对她说：“你是正确
的。”回家后，她又上网认真地

检索了一番，查到“荷花
根状茎白色，称作藕，横
生泥中，长而肥厚，截面
多孔”“荷，也称莲，地下
茎称藕”等释义，说明藕
是荷的根状茎，根状茎属
于地下变态茎，其分类有
块茎、球茎、鳞茎等，显然
英语课文中的表述并不
准确。

对于陆韵的挑错，洋
泾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
安卓不仅仔细地去核对
了资料，还发动老师们展
开讨论。安卓说：“我认为像陆
韵这样的孩子真的精神可嘉，
有些同学即使发现教材中有模
糊地方也不会顶真，更不会去
认真查找资料加以核实。尤其
是对教材质疑，作为中学生敢
于提出来，这是需要勇气的。”

陆韵说，除了个别地方存
在差错，她对于现在的牛津版
教材也不太满意，觉得除了学
点单词和语法，教材上的课文
真的不怎么吸引人，有的很幼
稚，有的故事一看就是生编硬
造出来的。而且，在介绍新兴科

技时，竟然还在用 >?@等作为
例子，真的太 +,'（过时）了。

然而，太过于较真的陆韵，
也给老师留下了一个“不好”的
感觉。老师发现，这名学生在考
试做选择题时会出现空题，而
不是像其他同学那样遇到不会
的题目就随便凭感觉填一个答
案，但她却宁可做不出也不乱
选择。这种认真和严谨固然可
嘉，但在考场上未免有点“不聪
明”。但陆韵就是这么一个执著
的孩子。

! ! ! !除了英语教材，陆韵还发
现了语文教材上多个不当之
处，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高三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
A试用本B中第 !&页第 "@行“沛
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
何？”中，缺少了后半个单引号。

同册教材第 "@&页第 C行
“微风过处，送来了缕缕清
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
的歌声似的。”比朱自清
先生所著原文多了一个
“了”字。

同册教材中有一
首牛汉先生的诗《悼
念一棵枫树》。牛汉先
生已于 D&"@ 年 ! 月
去世，可这本教材
是 D&"E 年 F 月

编印的，作者注释一栏中的生
卒年标注为“（"!D@G ）”，显然
是编辑没有及时补注牛汉去世
的时间。

再如，高一年级第一学期
语文教材彩页中有一张有关
“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照片。但
是，当陆韵按照老师布置的实
践作业到虹口区寻访鲁迅公园
里的鲁迅纪念馆时，却没有找
到相符的场景。纪念馆的讲解
员告诉她，这张照片的场景不
在鲁迅纪念馆，而是在山阴路
上的鲁迅故居里。果然，她在山
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的二楼
看到了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房
间。“所以，教材对照片的地点
标注错了，应该改为‘鲁迅故
居’。”陆韵说。

面对接连发现的来自教材

中的差错，陆韵说：“我平时会
把教材中的一些细节以及与印
象有出入的问题摘录下来，再
去寻找相关的资料进行考证。”
她坦言，自己也不是别人所说
的教材“啄木鸟”，只是喜欢较
真一些罢了。

洋泾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
吴颖芳对陆韵的“吹毛求疵”十
分赞赏。她说：“很多学生甚至
教师也不会去关注教材的差
错，尤其是在当今浮躁心态弥
漫的环境下，能保持这样的质
疑和探究精神是不容易的，也
是需要肯定和弘扬的。”而在洋
泾中学校长张少波看来，中学
生敢于给教材纠错、向书本质
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独立思
考和不畏权威的精神，这对于
培养创新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 ! ! !“我觉得，积极乐观的人
才更热爱生活，才善于发现
生活之美。”陆韵说，好比下
雨天看雨的姿势，正着头、
侧着头、仰着头，会看见不
同的雨，获得不同的雨中
情感。

刚进高中时，陆韵
很内向，不太爱说话。
学校组建兴趣社团，
她报了心理社，一个
学期后就当上了社
长，统领着全校 E&

多名心理爱好者。
她说，这样的转变
也是源于“发现”的
眼睛。因为她发现只
有积极与人相处，才
能很好地融入集体；她
发现只有不断地把自己的
好奇心和兴趣爱好与别人
分享，才能交到更多的
朋友，也才能获得更大
的心理满足。

爱发现、爱钻研的
陆韵，在进了心理社后
还增添了不少创新意

识。有一次的心理课是讲男女性
心理问题的，陆韵在老师的指导
下，在课堂上模拟了一场婚礼。
“当时我和另一名男生当司仪，
现场请了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
充当‘伴侣’，让他俩在婚礼进行
曲中步入‘殿堂’，互相表白永远
的忠贞不渝，且一定要向对方宣
誓，无论贫穷贵贱、健康残疾，都
要永远地爱着自己的爱人。”她
说，在“婚礼”过后，课堂上模拟
的“家庭生活”是给洋娃娃包尿
布，“这个创意是为了让同学们
更好地体会当家长把孩子拉扯
大的艰辛，同时也是了解不同性
别孩子的生理差异。”
陆韵清楚地记得很小的时候

问过父母，自己究竟是哪里来的，
那时大人们普遍的回答会是“垃
圾桶里捡来的”“买菜搭来的”。但
现在她发现，家长们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已经变成了“充话费赠送
的”。她说，对于这么简单的生理
常识，中国的家长往往会选择模
糊，但如果孩子也是稀里糊涂，
直到青春期也不去做个科学探
究，对健康成长肯定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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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不畏权威

善于发现生活之美

本报记者 王蔚

! #啄木鸟$女孩

陆韵 陆晨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