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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在课余参加各种才艺学习、
兴趣活动是很普通的事，几乎人人有一两项
常年进修的艺体项目。孩子们的双休日“赶场
子”，并非只是补习文化课。各种各样的艺体
门类，琴棋书画、歌唱吟咏、舞蹈武术，游泳球
类，只要办得有质量，都会受到家长和学生的
热捧，大家趋之若鹜。特别是小学生，相比之
下，少了升学压力，参加的比例相当高。

在早教场所，也常会见到年轻的父母带
着孩子，在“发现”孩子的兴趣，看看孩子的兴
趣爱好偏向何处，准备有针对性地早期培养!

很有中国家庭传统文化中“抓周”的感觉，只
是更加地扩充化、社会化了。并不是一言概之
的：幼儿园孩子就开始补课。连我家九旬老
母，看见这种教育新景，也会不无羡慕地说：
现在的小囡，不是瞎白相的。

人的兴趣爱好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多样
性。若在少儿时期就早早地有一个或几个爱
好伴身，在成长过程中，为获得相关知识和能
力去多多地付出和追求，这一辈子会增加无
数的生活乐趣。而其中的某些兴趣在今后的
某个契机中，成为终生相伴的专业，甚至创造
出骄人的成就，那更是人生之幸，社会之幸。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非常喜欢看到孩子

们，将自己课余兴趣学习的内容写在纸上，
读在口上。把身手上学到的技艺和内心的感
受，用文字展示出来，若能写成系列，更有十
分价值。但是我知道，这种记录相比学习的
人次真是微乎其微。曾经对三年级写作班小
学生作过一次小统计：课余参加艺体学习的
人数：百分之百；曾经把艺体生活主动写在
作文中的人数："。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很普
遍的，因为课余、课内学习完全不通气，语文
老师想不到去挖掘课余进修这一块，艺体老
师更不会去关注学生在母校的作文是否写

得出。所谓“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造成“荒
芜”现象。可惜得很呀！

只需及时提醒一下
在有些以艺术教育作为特色的学校中，

情况就要好得多了。学生每天的学习内容，分
成两大块。一块与普通学校的学习内容一样，
另一块则人人参与至少一项艺术活动。对这
两大块活动，学校整体统筹安排，保证时间、
空间、师资各方面的需求。语文老师、班主任
老师自然融合其中。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就
让艺术学习中的经历留在了文字里，既强调
了学校的艺术特色，又丰富了学生写作的内
容。

一位老师随手从案头拿出几本练习本，
让笔者看到了孩子们的兴趣学习情况。

张雯岚是学钢琴的女孩，她留下了不少
关于弹钢琴的文字，留下了她对钢琴酷爱的
情意。

!每晚"我家的客厅中都会传出悠扬的钢

琴声# 这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

!已经九点半了# 我赶快来到钢琴前"快速

打开琴盖"放上谱子"争分夺秒地弹奏起来# $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钢琴更好的乐器了"

最美妙的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 $

!弹着弹着"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烦

恼%%$

!妈妈不由分说地拽着我进房睡觉#我知

道"我必须和我最爱的钢琴说再见了# ”
当笔者在浏览雯岚小朋友这些文句的时

候，有一句古话也仿佛在钢琴的伴奏声中响
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可如今，我从这条小
鱼的笔下感受到了她的快乐。感谢习作！

陆毅小朋友从小学围棋，围棋丰富他的
生活。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围棋参赛现场
的热闹，遥遥领先者的骄傲，比赛输棋后的红
脸、懊恼。特别是总结教训时的思考：“输棋并
不一定就是坏事，也许很多事情往往不是我
们所想的那么糟。它让我更了解自己的弱点，
同时也更知道想取得胜利就要付出更多艰
辛。”他的文字让我们知道艺体学习对孩子成
长作用强大。

李子瑞同学是学书法的。他说：“书法，看
似奇妙、深奥，难以得法。却给我带来了轻松
的心情与优雅的书巻气。”他说自己在成堆的
考试中心神不定、头脑混乱时，“来到笔墨世
界。一进教室，一股浓浓的墨香侵入鼻腔，人
顿时清醒了许多。又一看，书友们个个挥毫写
字，颜正卿的敦厚扎实，褚遂良的端正有形，
王福庵的朴素庄严#……让我安下神来，心中
乱麻顿时消去了大半。”在这位十岁出头的书
艺爱好者面前，我至少现在不敢伸手去抚摸
他的头。

刘奕华和孔佩懿小朋友都参加美术培
训。但她俩留下的关于画画的文字大相异趣，
读她俩的文字，感觉一个像清高自持的爱淡
彩水墨的小公主：“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会的天
才女孩，也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怀有好奇心，但
我有想象力，有动手能力，我的爱好：画画。”
让人领略到她清醒中的小霸气。

而另一个像童话中的拇指姑娘：“我经常
坐在窗前，把我看到的都画下来。看着窗外的
大树、小鸟、房屋，我认真地作画，我的画中让
大树开花，结满果子；让小鸟成双成群，欢乐
游戏；我会用绿色为主色点缀房子。”读这样
的文字，你会屏息静气，恐惊天上人。

有很多各种才艺活动后的记录文字，难
以一一介绍。 读这些文字，会不由自主地咂
味。请教他们的老师，如何指导？老师说，没有
特别指导，只是经常提醒大家：你们的艺术学
习，是你们珍贵的生活体验，要记得把它们写
下来。并且一有机会就组织交流，孩子们会看
样学样的。

争取其他老师的支持
希望有更多的语文老师注意到这一块，

让学生不时地在艺体园地中采撷现成的果
实。也希望艺体专业的老师们，能对学生有一
些提醒。譬如常常对他们说，今天这个情形，
真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机会，写一写。

为此，我心里物色到了一个人!我想让他
试试看。

陶春是一个协会的书法家。上世纪七十
年代中期，因为他在字模一厂当技术员的父

亲，与人民书法家仼政先生合作搞楷书字模，
而有机会拜仼老为师学书。每周到邮电局大
楼，仼老办公室写字，从七十年代中期，十一
二岁起，一直学到九十年代，学了差不多二十
年，打下了扎实的书艺基础。

居住条件改善之后，他有了一间较为宽
敞的书房，而且不似现代读书人的书房，的确
是写字人的书房。桌上是笔墨纸砚、碑帖石
印，四壁是横匾立轴，有先师墨宝，书友留赠，
自书展示。让进屋之人对汉字书法起敬爱之
心。

书房的一面是硕大的玻璃窗，窗外花木
抚疏。十几米外有一个花坛，长着一棵大银
杏，银杏树姿态壮美、枝叶繁茂。在树下看得
见书房，在书房抬头见树，陶春将书房命名为
“杏风书屋”。

陶春是一个用功的人，每天在灯下读写
到深夜，近年来成果颇丰。这样的景象，成了
小区中的文化现象。在小区里行走的人十分
羡慕，纷纷靠拢过来。先是同龄人，求教切磋，
后来就携子弟登门拜师。陶春的学生，从学龄
前到大学生，还有在职的。多年来络绎不绝。
书房内春华秋实，书意盎然。

陶春是个谦和亲切的人，笔者与他有了
以下的对话：

!您的学生的作品有展示的机会吗& $

!有啊'小到当场展示"大到书法展览会#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多一点正面经历# $

!您的学生在您这儿学习的经历"写进过

他们的作文本吗& $

! 喔唷'这个倒不太清楚#大概也会有的

吧& $

!您能不能让每个学员备一本(学书记)"

每次记下学书的点滴"留给別处用"他日用& $

!好啊# 每人一本"学书后记下经历和心

得"可以取名为*给二十年后的我+#一定会很

有意思的# $

我很高兴陶春会立即去做。我决定继续
去提醒。不以善小而不为。 课业、课余老师，
都是老师，携手努力，帮到孩子。

原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员

朱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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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上海市基础教育“四项
评选”日前揭晓，在自制教具获奖者
中，除了老师，徐汇区高安路第一小
学四年级学生陆杰熙的《螺旋桨飞机
不能在真空中飞行的演示教具》获一
等奖。在此前举行的“第八届（天煌
杯）全国优秀自制教具评选和展示活
动”中，这件作品也荣获一等奖。

玩具飞机引发联想
玻璃罩内，一架太阳能螺旋桨

飞机正在作圆周运动。当罩内空气
被抽气泵抽空时，螺旋桨虽然照样
转动，但是，飞机却停留在空中不动
了。简单的小实验，形象说明了作用
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真空环境
中，空气无法“呼应”螺旋桨旋转产
生推力，飞机自然就不会飞了。
小陆说，自己从课外书上得知

声波不能在真空中传播的道理。在
学校科技节玩着螺旋桨飞机时，他
联想到，螺旋桨飞机在真空中会不
会飞？他用家里的太阳能拼装玩具
组装了飞机，又请爸爸帮忙找来一
个大玻璃罩和一个抽气泵。起初，玻
璃罩太小，小陆找来小木棍加工成

合适长度取而代之；后来，太阳能驱
动对光照强度要求高致使供电不稳。
父子俩对小飞机进行了改装，尝试用
纽扣电池和太阳能双动力驱动。由于
从小就和爸爸一起拼装小车，小陆觉
得，这个改装难度并不大。

陆杰熙的爸爸是高中物理老
师。如今，在一些科技比赛中，为了帮
助孩子获奖，成人的参与程度很高。
不过，小陆对爸爸的定位很清楚———
只是“助手”。为了增加教具便携性，
父子俩从网上到处搜罗轻巧的抽气
泵。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怎样

才能知道玻璃罩里面的空气被抽光
了呢？科技指导老师告诉他，不妨试
试装一个气压表，一目了然。 数次
实验后，终于大功告成。

把问题留给孩子
陆爸爸坦言，比赛前，他曾教孩子

解释教具原理，但是效果不好。后来，
他让小陆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果然精
彩生动得多，得到了全场的掌声。

小陆从小就对各类小发明、小制
作感兴趣，对什么都有很强的好奇心。
面对孩子层出不穷的“为什么”，陆爸
爸自有应对妙招，“虽然有时候我知道
答案，但就是不告诉他。他说错了，就
一步步引导他往正确的方向想。”遇
到复杂问题，爸爸妈妈会说“不懂”，或
问他，“你想想该怎么办？”

从小，小陆和父母出门，就要负责
问路、点菜、找洗手间等。在小陆父母眼
中，“培养孩子的独立个性”比任何奖项
都重要。为了“做研究”，他在家没少拆
东西，闹钟、激光笔、魔方都拆过，还把
拆好的魔方又组装了起来。对这些“破
坏行为”，爸妈一直会大力支持。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 !中国的大学要不要
恢复预科制度？如何解决
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存在
的专业迷茫问题？日前本
市举行的初中毕业生社
会观教育暨升学研讨会
提出，有必要将择业指导
教育向基础教育阶段延
伸，开发适合不同教育阶
段学生身心特点的职业
发展教育课程、教材和活
动。

接轨高等教
育桥梁

大学预科亦称大学
基础课程，属大学前的预
备教育，一般为一年，它
是西方教育体系中重要
的一环，在从基础教育顺
利接轨高等教育过程中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在昨天由中国教育
杂志社、上海进贤教育投
资管理公司主办的研讨
会上，有关专家表示，有
必要在正式通往大学前，
让学生预先接受一些大
学的“基础课程”、“桥梁
课程”。

浦东新区职业专家
指导团团长经晓峰说，最
近刚对本市一所高校的
&'"" 名新生做了心理普
查，结果发现有 ()人存
在着重度抑郁倾向。大学
生焦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便是对学业的迷茫。因
为，学生们从小学到高
中，几乎都是在被灌输知

识，而进入大学后则是要
在教授的指导下去探究知
识。如果能有个预备课程
作为桥梁，就会使学生们
学得轻松许多。

预科毕业还
可选择

国外许多大学为了
能让海外学生熟悉本国
的大学教育环境和方式，
特别是过好授课语言关，
都会让学业基础或语言
不够扎实的留学生先读
预科。其实，早在现代大
学制度引入我国，直至
“文革”之前，国内许多高
校都在本部设有预科班，
招收的是高中未毕业的
学生，让他们先在预科里
既学习高中课程，又学习
一些大学的专业基础课
程。当然，学生在高考时
仍可再做大学与专业的
重新选择。
上海富民专修学院院

长朱君玉在会上透露，该
校将在本市率先开设一项
“%*$*$”的学制课程，即与
美国西雅图学院、华盛顿
大学联合举办国内紧缺的
“飞机修理师”本科专业，
专门招收初中毕业生。第
一学段是在国内学习一年
的大学预科课程，后四年
的两个学段分别是到国外
接受高职和本科教育，而
且，每个学段都可以获得
相关的毕业证书。

本报记者 王蔚

小学生在全市师生自制教具赛
中荣获一等奖，他的爸爸说———

培养孩子独立个性
比得什么奖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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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杰熙和他的得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