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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

! ! ! ! !"月 !#日，由上海市文明办、上海市语
委办指导，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和《中文
自修》杂志社等主办、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承
办的“中文自修杯”首届上海市小学生“美丽
汉字”活动终极大比拼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
成功举行。来自全市 !$个区县的 %"名选手
角逐金银铜奖。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副
主任孙红、《中文自修》主编王意如、《新民晚
报》教育工作室主任陈乐在会上发表讲话。

本次终极大比拼活动中，主办方设置了
不少颇有难度的考题，小选手们围绕看拼音
写汉字、补全字形、段落找错、找错别字等题
型，%"位参赛选手在紧张的大赛氛围之下努
力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了雄厚的实
力。最终 #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终极大比拼
的金奖奖牌。带队老师们表示，这些金奖选手
可谓实至名归，这与他们平时良好的汉字使
用习惯与丰富的阅读积累密不可分。

《中文自修》杂志在活动官网上发布了一
则关于汉字书写方面的问卷调查，来自全市
&"""多名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约七成的
小学生表示愿意参加汉字书写方面的比赛，
近八成的学生在发现自己写错字之后会通过
查字典的方式改正，#'()*的学生会发现并指
出广告、指示牌、公园或游乐场告示栏上的错
别字，表明了当下的小学生对待汉字的正确
态度。在回答“你们家谁的字写得最好”这个
问题时，超过六成的学生选择“爸爸”和“妈
妈”，而只有 !'(+*的人选择“爷爷”和“奶奶”
这两个选项，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如今的 #"后

父母教育程度普遍良好，而不少学生选择“我
自己”，也能表现出孩子对自己汉字书写方面
的自信。另外，有近九成的学生认为自己书写
汉字“!""个字里最多错 !"个”。
“美丽汉字”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激发广大小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提高规
范使用汉字的意识和能力，培养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活动从今年 %月起在全市 +&,

所学校进行初赛，遴选出 ,+"" 名初赛获奖
者，其中 !+""名初赛一等奖选手进入复赛，
由复赛决出的 %"名一等奖选手最终进入终
极大比拼，角逐金银铜奖项。

! ! ! !上海音乐学院的张文禄和华东师范
大学的张馨是夫妇，一个从事音乐教育，
一个从事特殊教育。然而，这看似不搭界
的两个领域，却被他俩整合到了一起。最
近，他们将合著的《音乐元素与特殊儿童
教育干预》的新书发布会放到了虹口区
特教中心，并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了一
堂音乐课。

由于受到种种身体上的障碍或智力
上的限制，特殊儿童中的很多人至今无

法听到或是享受到音乐之美。&""&年至
今，张馨、张文禄深入本市多个区的特殊
学校，开展系统的研究和干预教学，部分
学校已将他们的方法引入日常教学。他
俩说-“音乐对特殊儿童的影响很大。我们
会持续地把研究做下去，也许可能教了
半天，他们并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只
要音乐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烙印，起到
帮助，那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通过长期关注这一群体，并潜心研

究特殊儿童与音乐教育，两位老师通过
比对分析和案例研究，深入探讨了智力落
后、孤独症、视力障碍、唐氏综合征、肢体残
疾等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与干
预问题。他们认为，特殊儿童不但不能没有
音乐，而且要享受高质量的音乐生活，希望
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关爱特殊儿童，探索
出一条适合特殊儿童的音乐教育与治疗
干预的中国特色的特教之路。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日前，以著名翻译家傅雷命名的“傅雷杯”大学生翻
译奖在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设立，并在该校举行评
比颁奖活动。该校大二学生朱参商和台湾省文藻外语大
学大四学生林昭雯同时翻译法国作家劳伦斯·柯赛作品
《一件轻柔的蓝毛衣》获奖，台湾省文藻外语大学研究生
洪启原翻译西班牙语作品《玛莉亚是你吗》获奖。
工商外国语学院特别设立了傅雷生平陈列馆，保存

有傅雷的生平图片、视频、实物、作品等资料，反映了傅雷
严谨治学、以译为主、多艺兼通的成就。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如果有 &%条标准，让你为自己的“孝道”打
分，$"分以上及格，你有没有信心成为一个孝顺
的人？在松江区泗泾镇，有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
%"""余名市民，参加了一次独特的“孝文化”测
评，“合格率”超过七成。在日前市教委举行的
“社区教育如何融入社区治理”座谈会上，泗泾
镇讲述一个个“孝道文化”教育的故事。

开展!"项孝德活动
泗泾镇社区学校校长陈海云介绍，该镇

属于人口导入区，拆迁户多，家庭矛盾频发。
曾有一户家庭拆迁分到 '套房子，但是年迈
的母亲却只能住在简易工棚。“老人的遭遇遭
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也让我们思考，怎样才
能改变这种风气。”陈海云说，从 &"!'年起，
由社区学校牵头，一场“孝道文化”推广行动

开始了，从 !&个方面开展孝德宣传教育活
动，即布置一道文化墙、布置一座主题公园、
组织一次征文活动、教唱一首歌、举办一次演
讲比赛、建立一张关爱卡、编写一本《新 &%

孝》、举办一场故事赛、评选一批孝星、排演一
台戏、开设一堂孝德课、出版一本作品集。

引导成年人常回家
今年暑期，社区学校向中小学生发放了

“孝文化”打分表 '&&) 张，回收率 $#(,*；发
放成人版“孝文化”打分表 ,')张，回收率
#,(#*。两张表都列有 &%条标准，每一条款
“做到”为 +分，“基本做到”'分，“没做到”"
分，总分 $"分以上合格，,"分以上为优秀。在
“成人版”孝心打分表上，“教父母学会上网”
“定期带父母去做体检”“带父母出去旅游”

“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
地方”等条款，旨在引导年轻人即便工作生活
再忙，也别忘了用自己的行动拉近两代人的
距离。但是，陈海云坦言，很多人最难做到的
一条是，“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教育孩子学会自立
“中小学生版”孝心打分表的内容则包括

“记住父母的生日”“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
“上学时，遵守学校规定，不为父母增添负担
和烦恼”“不过分花销，不攀比”“当父母闹矛
盾时，要做父母沟通的桥梁”等。陈海云介绍，
调查覆盖了全区 !"余所中小学，孩子们的及
格率在七成以上，有些孩子依赖性强，东西忘
带就让爸爸妈妈去家里拿；有些孩子喜爱攀
比，这成为主要的失分点。

评选孝星树立榜样
陈海云说，“孝道文化”系列活动通过孝

文化墙、孝文化主题公园、孝德讲堂等宣传教
育形式，围绕孝文化主题创作了剪纸、书画、
面塑、纸艺、布艺等形式的“孝”主题作品，遴选
出孝感真实故事 &+篇并汇编成册。社区学校
编辑出版《新 &%孝》公益剪纸读本 %万册，免
费发放给社区居民，鼓励居民以多种方式记录
和感悟父母对自己的点滴照顾。此外，该镇还
评选出了“首届泗泾镇十大孝星”，给全镇人树
立了学习榜样。据悉，该活动已历时 ,个月，
共吸引了 '万余人参加。令人欣喜的是，&"!%
年上半年，镇上家庭和邻里纠纷的上访率较
往年同期下降了 !!个百分点，和谐、关爱、融
洽的真情，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松江区泗泾镇居民孝道自测合格率超七成

孩子孝心“失分”在依赖和攀比

工商外国语学院
设傅雷翻译奖教师夫妇潜心开发“特殊音乐”

探索不同类型智障孩子教育与干预良方

“中文自修杯”首届上海市小学生
“美丽汉字”活动举行终极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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