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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常常有人问我自己的孩子将来

该学什么专业" 这是一个至少值几百

万元钱的问题" #

!人生最好是早失败$常失败$英

语是%!"#$ %"&$'$!"#$ (!)%*&" 这话听来

有点怪$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 人的

一生$可以是顺风顺水$也可以是命运

多舛" 而大多数人总会遇到一些不顺

和困难$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

的运气"就像在城里开车一样$一路绿

灯的机会毕竟不多$ 除非你是大人物

有警车开道" #

以上是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邱
夷平教授在人人网上留下的一小部分
经典妙语。这位 !"岁的专家、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在东华学子们眼中，
他更是一个“网络达人”。邱教授平日
里玩人人网、刷微博，乐于用时下最流
行的网络潮语，与“童鞋（同学）们”打
成一片，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最潮院
长”、“邱老大”。到目前为止，他的人人
网主页已经有 #$%%多名好友，访问量
超过 "!%%%人次。

入门，从“打酱油”学起
邱夷平告诉记者，其实在 #%%&年

前，他还置身“网”外。那一年，他的一
门专业课《纺织材料学》在校园网上亮
相，不料竟一炮打响。“原来对时下的
大学生来说，网络竟有如此力量！”邱
夷平从此关注网络，成为了校内网的
“积极分子”。他笑着介绍：“刚注册时
把好些童鞋吓到了，很多人都质疑是
不是本人。我也因此有幸成为全校第
一个登录校内网的院长，我想就是教
授中也可能是最早的之一吧。”
“网络达人”不是一日练就的。刚

开始时，邱夷平发现自己看不懂学生
们的网络语言，“那时候看到‘打酱
油’、‘俯卧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
思”。于是，他虚心向“小盆友”们靠拢，
渐渐地，他发现自己顺应了同学们的
思维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对此，
邱夷平感叹，时下，学校的育人平台很
多，但被学生们认同的却不多，网络却
是学生们最看重的一环，于是，这位纺
织材料专家开始紧跟时代，熟悉网络
用语，渐渐融入同学们的圈子。邱夷平
说：“我要赢得网络话语权。”
网络上，“邱老大”总会设身处地

地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最关心
的问题：就业、升学、出国等等，为他们
细致分析、排忧解难。他在一篇博文
《我们今天学什么专业好》中写道：“工
科类专业是国民经济最需要的、直接
能够做出东西卖钱的专业，现在学工
科的同学们，要发挥自己的强项，而不
是到别人的强项里去和人争高低，我
坚信，只有发挥自己所有专长的人，才

! ! ! !写作启蒙实际上是提前了。一、二年
级的练习题里，考试卷上，常常会出现让
学生围绕一个意思写几句话的要求。有
些老师也会有计划地让学生写几句所见
所闻。“初生牛犊不怕虎”，孩子们拿起笔
来，心里怎么想，手里就写下来，毫无顾
忌。往往有好作品传出来。
下面是几年前的一位一年级小学生

的习作：
地铁和公共汽车

星期六$爸爸妈妈带我去乘地铁$地

铁像条飞龙$ 开得又快又稳$ 乘坐很舒

服$又方便"

人来人往$车站上很热闹$也很有秩

序"

而公共汽车开得很慢$ 又经常会堵

车$乘坐不方便$不舒服$还很吵闹"

地铁开得很快$公共汽车开得很慢$

所以大家都喜欢乘地铁" 我希望上海有

很多条地铁"

小小的一篇习作，真诚、稚嫩、直率、
可爱，让你仿佛看到一个拉着爸爸妈妈
手的、东张西望的小孩，却正在作出严肃
思考后的结论。
从习作者本身来说，观察生活、储存

材料、对比现象、形成思想、真心表态的
基本素养也一应俱全。

从作品来说，内容真实，还很新鲜；
故事完整，还有起伏；文通句顺，还用比
喻；分段分层，次序井然。真是堪称完美。
习作出自一个入学读语文不满两百

天的小学生之手，令人称奇之余，还想一
探究竟。真相就是：幼儿阅读。
面对出色的儿童习作，我总要向小

作者请教：你是不是很爱读课外书？他们
总是一边表示肯定，一边表示惊愕，意思
是：你怎么知道的？

而对于那些到了三年级正式开
始习作时却一筹莫展的孩子，我也
总要请教：你平时不太爱读课外书
吧？他们一般也总是肯定的，也有点
儿羞愧。我会赶快对他们说：不要

紧，现在爱上读课外书还来得及。

阅读在家中和家庭式
阅读

我们这个民族历来重视“幼学”、
“童子功”。那么对孩子的阅读启蒙，
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这也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家庭因为理念
不同、价值观不同、认识不同、条件不
同，做法也肯定是不尽相同的。

曾在一篇纪念谢希德女士的文
章中读到，谢女士去儿子家探望，抱
着才八个月大的孙女，拿着童书，为
她朗读。有人质疑，孩子还那么小，读
书给她听，有什么用呢？谢女士坚信
有用，她认为读书的声音与其他的声
音是不一样的，有助于孩子在日后建
立起阅读习惯。这是一位科学家在为
自己的后代准备“墨水”呢！
常常乘地铁，车厢里各种育儿景

象会引人深思。曾看到过一位年轻优
雅的妈妈，带着一个一周岁左右的孩
子。刚落座，便让孩子与自己一顺儿
抱在怀里。随即拿出一本彩色童书，
手指点着书上的汉字，贴着孩子的耳
朵轻声读故事。孩子专注地看着，好

像是看着画面，似乎也关注着妈妈的手
指在汉字上移动。这个景象让我联想到
另一个十分重视早期教育的民族。据说
犹太人把蜜糖抹在书上，让幼儿在翻弄
后觉得书是甜的。两相比较，我感到目前
的母子读书启蒙更直接些。不需要味觉
的转换，直接就让幼儿觉得读书是甜蜜
的。
文明的家教是从生命开始时就开始

的。除此之外，作为语文教师，我想提请
大家注意到两位女士共同釆用的方法：
读书———而不是读字。两者之间有区别
吗？书难道不是一字一字连缀起来的吗？
笔者认为有区别，不仅是现象上的区别，
而且是育儿理念上的区别，最后也会造
成结果的差别。

阅读带识字和识字后阅读
文章不管大小，都是有内容的。适合

幼儿的书籍，更强调要有天真、可爱的故
事和朗朗上口的韵律，它天然地会吸引
儿童的听觉与视线。
以培养阅读习惯为目标的家长或老

师，在为幼儿读书时，会主动追求有节
奏、有音韵的语调和能表达感情的语气。
这就使幼儿沐浴在良好的语言环境里，
至于当场认识了多少汉字倒是不重要
的。在阅读习惯养成的过程中，汉字因为
反复地在不同的读物中滚动出现，被幼
儿分批认知。家长和老师不需在意认识
了多少字，也不设定识字量指标，一切任
其自然，毫无功利意识。读书是一项游
戏，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书成了一种生活
方式。两代人之间尽享亲子阅读的快乐。
读啊，读啊，孩子还不会说话，腹中却开
始有了诗书。优美的书声伴着孩子长大，
孩子在书声中学会了说话，话语中自然
有了文化。几年之后，一旦需要他们拿起
笔来写作，他们就俨然是“小兵老战士”
的姿态，对于什么叫“文章”，他们见多识
广，让他们写一写，不在话下。
幼儿对字形的认识，是超过我们想

象的。根据笔者的观察，他们多看几遍就
记住了。就像他们认识自己的爸妈，认识
其他的各色人等。就像他们认识各种玩
具，认识各种用具，出现几次后就记住
了。至于是怎么记住的，器官之间是如何
传导和配合的，这应该属于人体科学、医
学的研究领域。大家只要接受和应用这
一人类独有的优越性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坚持先识字、后
阅读呢？想来可能是一种惯有的认识造
成的误区：不事先认识一个个汉字，何以
读连缀起来的汉文呢'于是，汉字被写在
卡片上，一个字一个字机械地让孩子读、
记，过程很枯燥，效率并不高。特别是以
识字为目的的理念，会让人忘记了识字
的初衷，忽略了阅读习惯的培养。已经认
识的字，因为没有实际的效用，回生现象
严重。于是一遍又一遍复习卡片上的汉
字，识字量也许并不少，阅读质量却并不
高。孩子的学习呈平面化，读书的兴趣没
能激发出来，将来的写作状态也可能是
滞后的，至少要走些弯路。
幼儿时期不同的识字量，不同的识

字方法，使同龄的孩子，在入学后继续学
习的素养上，有天壤之别，这是不争的现
实。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差别到了三年级
就不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最多只说对
了一半。从识字量上说，可能是这样。因
为读写所需要的常用字，三年级时已经
补齐，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差不多。但是在
阅读质量上，在对人对事对世界的认识
上，在思维的广度深度等品质上，没有长
期阅读积累的孩子，与有阅读习惯的孩
子相比，是不可能同日而语的。这就是幼
儿阅读与低龄写作的关系，这就是幼儿
阅读对人生发展的贡献。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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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习作
与幼儿阅读

能做得比较好。”
文章立刻引起学子的共鸣，一同

学评论道：“好帖，顶！老师说的这个问
题正是大学生迷茫的地方，其实我们
真该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而不是
盲目地跟风。果断分享。”还有同学留
言说：“老师一席话，有醍醐灌顶之效，
还望老师百忙当中多与我们年轻人谈
谈这样的话题，谢谢！”

“院长不应是高高在上的”
邱夷平在人人网上的自创日志达

(!%篇，照片 !%%% 多张，并仍在持续
更新中，内容包括教学、科研、工作、生
活各方面，对他来说，网络是与学子们
互动的平台。
“院长不应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大

学里最基层的干部，就是个小队长
嘛！”他这样定位自己，也尽可能地拉
近与学生的距离，每到学生的生日时，
他都会根据网络上的提醒，向学生发
送祝福，“这只是轻触一下鼠标的举手
之劳，但对于收到祝福的同学来说，这
是一份被关注的幸福感。”
作为长者，他会与学生们分享做

人做事的道理，在博文《我们今天如何
做人做事———学会失败》中，他告诉同
学们“)*+, -*.,/”能让自己及早知道
哪条路行不通，而不会在错误的道上
越走越远；“0*+, 102-3 ”则能让自己变
得越来越聪明，他勉励大家：将你面对
的每个失败和不顺看作是你必须经历
的考验，这样你才能以良好的心态去
克服困难，最终获得成功。”

一名学子给他留言：“感谢邱院，
到现在，我的人生就是各种不顺纠结
彷徨失败，但是谨遵教授教导，我顿时
满血复活。”他回复：“同感啊。我也是
常常各种不顺和失利相伴，比如刚刚
有一篇论文被拒，所以想和大家说说
心里话。”
在他的眼中，网络不仅仅是单向

地教育学生，更是一块可以辩论、争鸣
的土壤。网络上你来我往的辩论，只有
观点的交锋，没有身份的高低，尽管有
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参与辩论的学
生写道：“很高兴能和邱老师讨论一
番！他是我们最喜欢的网络导师。”
在前天上海市举行的庆祝教师节

晚会上，邱院长笑着道出了自己“还想
变得更‘潮’一点”的愿望，原因很简
单———听不懂学生的语言，你如何和
他们交心？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实习生 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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