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坐在记者面前接受采访，!"岁的张天姿
势端正，近半个小时几乎没有小动作，“读过
经典的孩子，比较定得下来。”校长余慰全说。
在遂昌学习两年半，过去理科强于文科

的张天，写了多篇古诗，对古代军事谋局布阵
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学了多部著作。而两
年前，他还是某外国语小学一个每天功课做
到晚上 !!时的四年级学生。

记者!为什么会到遂昌来学习经典!

张天!之前读外国语小学，四年级到遂昌
来的，当时感觉学习压力比较大，睡眠不足。之
前参加过这里的两次经典学习夏令营，父母和
我商量之后就决定过来读长期班。

记者!你现在的国学经典学的怎么样!

张天! 差不多背诵了 #万到 $万字的经
典，我对写诗也有了兴趣，在老师的帮助下写
了不少，在学校的写诗比赛中拿了一等奖。

记者!这里的老师和上海的有哪些不一样!

张天!这里的老师比较温和，不会要求你
这个要求你那个。

记者!你在这里学习快乐吗!

张天!现在觉得快乐，因为对学习有了兴
趣，而且交到很多朋友。刚来的时候不觉得快
乐，第一次夏令营的时候我还装病想要回家。

记者!两年半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张天!感觉自己学会了安静，过去读书的
时候，要么十分沉默要么滔滔不绝，现在老师
和家长都说我能定心了。

记者! 一年只有 !"天能回家见到父母"

两年半下来"感觉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张天!我和父母的感情并没变化，回家还
是很黏他们，家里长辈都说我懂得体谅、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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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妈妈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如果让
你换一所学校，会离开上海离开爸爸妈妈，但
那里没有考试没有那么多作业，你愿意吗？”，
洋洋点头回应。母子之间简短地对话，促成了
整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月 !&日是洋洋在遂昌读经的第 !&天，
他的《论语》已经背到第十四章。远离亲人、独
立生活，这个 '岁的孩子正在艰难而又积极
地适应中。“在这里吃饭没人喂我，我需要自
己叠被子和洗毛巾。”洋洋说自己有时候会
“轻微流泪”。

中秋节晚上，学生们开学后第一次和家里
通电话的机会，洋洋告诉妈妈“自己挺好的”。

然而，洋洋家庭里的纠结还在继续，他们
决定先观察两三个月后，再做一次“留或者不
留”的决定。

洋洋家庭的故事是大多数学生家庭的缩
影，采访中，几乎所有上海学生的父母都会要

求匿名，因为“压力很大”。他们大都接受高等
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孩子的学
习也并不差，过去一直都是“模范爸妈”，现在
被视为“狼爸狼妈”。
“相比现行的义务教育千篇一律培养人

的模式，我认定孔子的‘因材施教’才是最好
的教育方法，在记忆的黄金年龄里打好国学
基础，以后他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一笔财
富。”家长左兰说。

难题
%月 !日开学，张天有些失望，因为“又有

老师走了”。在遂昌学习两年半，他是 !&个上
海学生中“资格最老”的，“我还是喜欢过去的
老师”。

遂昌经典学校目前共有 "(名教师，很多
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现在却要教四书五经。
“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教不了经
典，能教经典的老师有些又没有教师证”，遂

昌经典学校和全国所有经典学校一样，师资
是最大的问题。
“即便是国学水平过关，有多少年轻人愿

意每个月拿三四千元工资长期待在山里，没
有家人陪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家长
左兰说。

校方对此并不回避，“确实目前能够教授
经典的人才非常少，我们也在探索培养人才
的办法，但依靠现在的教学，我们在学生身上
也已经看到理想的结果。”余慰全说。

学校目前对于教师的考核要求是，教到
哪里背到哪里，“比如你这个学期准备教《论
语》，那开学之前就要考核，你是否能够吟诵
下来。”

"&岁出头的曲志同是“明慧班”的带班老
师，他此前在遂昌经典学校求学，(年之后一
步步成为这里的老师，这样从学生到教师的
垂直模式，目前被认为是一种方向。

今年 $月，第七届读经夏令营师资研习

班在遂昌经典学校内举办，二十多人来自山
东、浙江、福建、上海、四川、广东等多个省市，
多有阅读、吟诵经典的经历。
除了师资问题，经典学校如何教英语？这

也是家长们讨论很多的问题。
记者采访中，绝大部分家长和学生表示

还是会选择回去参加中高考，而衔接就会产
生很多问题：比如学生们的古文能力虽然远
强于同龄人，但在考试时面对有标准答案的
名词解释却反而无从下笔；而“恶补”英语，几
乎是每一个“回归”学生的必修课。

遂昌经典学校目前的英语学习模式，与
中文几乎一致，也是大量读诵英文经典，不要
求拼写单词和读懂意思。这无疑存在问题。

去年，学校终于有了第一个专职的英文
老师李双芳，李老师作为甘肃省农民自学和
教授英语的典范，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目前
他负责全校的每周 (&节的英语课。#应采访

者要求"本文中学生与家长均为化名$

! ! ! !这个夏天，刘壮结束了在遂昌经典学校
一年全日制班的学习，%月 !日开学后回归
到徐汇区某名校继续读四年级。
“孩子在遂昌的学习效果非常好，改变

很大，我们本来是想让他在遂昌读到初中毕
业的，提前回归，本不在计划中。”刘壮的妈
妈左兰告诉记者。
“和儿子分开的一年，我自己也在不断

思考，什么样的国学教育是最适合他的”。

经典学习效果显著
记者!你的儿子几岁"在遂昌经典学校

学习了多久!

左兰!我儿子今年 !&岁，在遂昌参加了
三个夏令营，长期班读了一年，现在在上海
的学校读四年级。

记者!回归上海学习是计划中的还是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的!

左兰! 本想让孩子至少读完初中的，回
上海的学校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

记者!经典学习如何! 能背诵多少!

左兰!孩子水平还不错，《论语》前十章
都会，但长时间不读会忘记。我现在每周依
然让他在上海保持国学经典的学习，温故
知新。

记者!经过读经典书的学习"孩子有哪

些改变!

左兰!孩子变得特別懂事，懂得孝顺父
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帮助同学，独立能力
也比同龄的孩子强很多。

语文和英语跟不上
记者!从经典学校回到都市学校"有没

有不适应! 特别是数学跟得上进度吗!

左兰!数学没有问题，反而是语文和英
语跟不上。

记者!学了那么多经典"语文为什么会

跟不上!

左兰! 读经典就是大量地读和背，
大部分的字孩子都认识，但具体怎么写
孩子并不会。

在经典学校，书本大部分都是繁体
字，所以除了书法课，孩子基本上等于一
年没写过字，重新回到学校学习语文，就
很累。比如写作文，他可能谋篇布局要
比其他同学好，但是就会有很多的字不
会写。
还比如说文言文，按说这应该是读经书

小孩的强项，但是考试考的是名词解释、语
法分析，有标准答案，这就和孩子在经典学
校学的理念不一样。虽然他对古文更能理
解，但有些应试的答案就是答不出来。

记者!孩子回来之后"你现在如何评价

遂昌经典学校!

左兰!对于学校我依然是肯定的，他们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做这样的经典教育探索，
非常不容易，我所知道的学生在那里学习经

典后也大都有了很显著的变化，所以我呼吁
应该保护和支持这样的学校，给予学校足够
的时间继续实践和完善经典教育。
但是目前国内读经典教育的短板，就是

师资问题。老师都没有经过国学的培养，怎
么教学生呢？

记者!儿子离家这一年"你对自己过去

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哪些反思!

左兰!把孩子送到遂昌后，我也读了很
多经典，完成了《论语》一百遍。
这期间，我反思了自己过去教育上的很

多问题，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作为父母

要心安，不能焦虑，给孩子空间，通过自己的
言传身教，孩子自然而然会成长。

并非适合所有学生
记者! 孩子离开家庭去经典书籍的学

校"对家庭来说失去的又是什么!

左兰!我觉得孩子十三岁之前还是别离
开父母家庭，从性格培养的角度来说，这样
会让孩子没有安全感，只会拉大与父母的
距离。

记者!你认为经典教育与现行的教育应

该是如何的关系!

左兰! 经典教学和现行语文教学，我
认为经典教学有优势，通过《百家姓》知道
姓氏的形成，通过《说文解字》让孩子知道
汉字的由来。但不能把现行教育全盘否
认，写字的基本功还是要练的，光看不写
是不行的。

最好现行学校里能够加入更多古文经
典的教育，这样能更好兼顾孩子的经典学习
和感受家庭温暖。
就像孔子说的要中庸，我不赞成提倡全

盘的经典教育，让孩子们不能正常学习，我
的孩子在遂昌就没有好好学过英语。但是，
也不能什么经典都不教，就像我们小时候那
样，造成整个文化的断层。老祖宗好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吸取到。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应该
和而不同，因材施教。

记者!孩子回来后"如何让他继续经典

学习!

左兰!现在我给孩子和其他一些愿意学
习经典的小伙伴，找了一个复旦大学哲学系
的教授，先从《论语》开始讲，除了吟诵，也会
解释论语里每个成语的典故，每周一堂课。
此外每周由义工的老师带领速读两个小时
的《论语》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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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我为什么让孩子提前回来

学生：离家读经典
让我更孝顺父母

! 学生在练习书法 本版图片 程绩 摄

!

遂昌经典学校的教材

本报记者 程绩

! ! ! !远离父母亲%深山读经书"这样的教育模

式"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注定只会是一种小

众化的教育实践和探索" 就像学校创始人周

旼辖说的那样"&我不想说我们的教育很完

美"但至少是多元教育中的一种存在'(

用古法培养的学生是否就能全面发展"

是否就能更多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这自然

需要时间来检验)

这所学校和这些学生" 倒是可以促进我

们反思现行教育制度"特别是语文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 这已经得到了自

上而下的广泛认同)教改进行时"小到小学语

文课本"大到高考方案"每一项改革"都注定

伴随争议和讨论)

仅是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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