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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搭配由自己做主
当年，在洛杉矶某高中的入学

通知单寄到我家时，里面还夹着一
份关于校服的图片，里面详尽介绍
了校服的颜色、款式和尺寸。起初以
为那么多款式和颜色的衣服都要
订，后来仔细看才知道，学校要求学
生分季节自行选择喜欢的款式和颜
色，订的套数也没有要求。红色、粉
色、藏青、墨绿……女儿不厌其烦地
按图片搭配着上衣与裙子的颜色，
最终选好了她认为适合与心仪的
校服。

学校一年一度的“!"#$#% &''(”
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从字面翻译
“!"#$#%”是“精神”的意思）。周一要求
穿男孩气的服装，这对于女校的孩子
们来说更具有特殊的魅力。女儿找出
了牛仔裤和蓝色皮茄克，当她大步流
星踏进教室，看到女教师居然也穿得
帅气十足。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笑成
一片。一天的学习从此开始。
周二更有趣，要求大家扮演科幻

片和动画片里的人物；周四大家则要
穿上“体现”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格的
衣服。我还在脑海里搜寻着八十年代
的记忆，女儿已在视频中向我展示了
她的着装搭配———红格子衬衫，白色
西短，再配上紫色连裤袜。她说，为了
穿上合适的衣服，还专门查阅了有关
资料呢。看着她故意把马尾辫偏在脑
袋一边的样子，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
少女时代的“我”。鼠标点击之间，我
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她的梦、我的
梦……
上学期有一次，她们居然还有被

要求扮演成“书呆子”的，这样的教育
真是触发着每个人的想象力啊！有
时候，还要求每个年级穿一种色系
的服装。四个年级四个色系的服装
在阳光下闪耀，这一天很快乐也很
养眼。住宿生还搞过“睡衣派对”，大
家穿着各种款式的睡衣聚集在一
起，尖叫声不断。在五花八门的穿着
中，孩子们释放着青春期的自我意
识、模仿意识和反叛意识，同时
也沐浴着精神洗礼。

期末的一天，校长召
集全体学生，告知她们
有 个 同 学 罹 患 癌
症，希望大家给予
她精神上的支持
和鼓励。第二天，
患病的女孩要来
学校办手续准备
去化疗，全体师
生穿上紫色色系
的衣服声援她，
支持和鼓励她早
日战胜病魔 !美国

有一个表示战胜癌症

的图标是紫色的"。我
相信，这样出自内心的自

发行动传递出的精神力量，
无论对生病的学生还是其他学生
都是无比强大的！

化学课开成鼹鼠派对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女儿在 ))上兴奋地告

诉我：化学课上学了“摩尔”。无独有偶的是，卡通片
中最具人气的动物明星之一———鼹鼠在英文中也
是“*+,'”。要知道圆头圆脑的小鼹鼠所演绎的既滑
稽又充满温情的小故事，曾让所有孩子和成人忘记
了烦恼和沉重，享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温暖。化学
老师要求学生回去每人做一只鼹鼠，下节课上开一
个“鼹鼠派对”。
孩子们好一阵欢呼，没有畏难的。一向喜欢动

手、颇有设计天赋的女儿也很得意：“嘿嘿，这可是
我的强项，终于有机会可以露一手了！”看到她志
在必得的信心，我在给她鼓劲的同时，也为她从没
机会捏过针线而担忧。我可是直到临行前才教会
她如何穿线和打结的啊。
没几天，她在视频中向我展示了她的女红“杰

作”：一只穿着绿色花衣裳，披着粉红头纱，翘着屁
股，穿着超短裙的鼹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是你自己裁剪，自己缝的吗？”她举着自己的
“杰作”在脸蛋上边蹭边说：“我要抓紧背化学元素
表了，全英文的，可难背了，必须攻下来。”我调侃
道：“你就抱着你的‘鼹鼠’背，肯定有奇效。”

果然，几天后她欢呼着告诉我化学测验得了一
百分，还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化学课上“鼹鼠派
对”的快乐情景：“妈妈，我太佩服我的美国同学了。
她们小学、初中就学过裁剪课程，做得超级棒！我做
的鼹鼠和她们的比逊色多了。不少同学还在它身体
里放芯片，事先录好音，都会说话呢！一对双胞胎姐
妹做了一对双胞胎鼹鼠兄弟，一个是戴眼镜穿西装
的教授，另一个是穿军服挂奖章的将军。从这对鼹
鼠兄弟肚子里发出的对话，幽默、风趣，简直让同学
们笑翻了天！这化学课太开心了，化学老师是我的
最爱。”

大相径庭的音乐教育
刚进校时，女儿就打听学校里有没有乐队，能

不能加入。当听说乐队缺小提琴手时，她毅然开始
重新学习小提琴。或许是先前学了十年钢琴留下
的乏味印象太深，让她觉得在洛杉矶学小提琴的
感受，与当年学钢琴“真是大相径庭”。
在上海，女儿四岁时就开始学钢琴，头几年就

被音乐学院教授严格的手势要求搞得灰头土脸。
“钢琴启蒙不就得正宗吗？”在教授权威的指导下，
我们家里每天晚上都上演着“鸡飞狗跳”（我属鸡
女儿属狗）的小闹剧：乏味地练，越练越乏味。最
终，女儿在上初中后，迫于实在没有时间天天练琴
而中断。
现在，女儿每次学完小提琴都迫不及待地要

和我视频交流，告诉我老师如何夸奖她。有一次，
她模仿着老师对她的鼓励：“希望你每次只给我一
个惊喜好吗？不要两个、三个，我受不了了！”没过
多久，她就成为了乐队里正式的小提琴手。老师为
了鼓舞她学琴的士气，在学期结束时把全乐队唯
一的一枚“荣誉奖章”别在了她的胸前。瞧！照片里
女儿穿着挂着奖章的红色校服，那挺胸抬头的神
气劲，自信和坚定明明白白写在了她的脸上，似乎
早已忘了童年学钢琴时的沮丧。
除了参加乐队外，女儿还是“唱诗班”的一员。

每周三次排练，每逢各种节日晚会、聚会派对，她
们理所当然都是主角。学期结束，学校还正儿八经
给她们举办社区音乐会，灯光、音效一应俱全，观
众、掌声也一样不缺。在玩乐似的实践中，女儿真
正体会和享受着音乐之美。而我也享受着女儿快
乐成长的每一天。
美国的艺术课程有没有“考级”？别人又是如

何来评价或认定你艺术才能的呢？女儿解答了我
的疑问，因为她最近就在忙碌着艺术课程考试的
事：美国的考试是把你一年所有的画作原件整理
成册，然后在每幅画作后面都要写上创作思想。最
后，学校将这些材料寄到类似于高中学业考试的
机构作成绩认定。我想，这是建立在一个诚信社会
体系中公正的考核方式。

在女儿等待艺术课程分数认定的过程中，我
也分享着她在美国用心灵感受美、鉴赏美、发现美
和创造美的快乐过程。
一幅涂鸦作品、一段自娱自乐的哼唱，只要孩

子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就是美的身心享受。在属于
自己的时间里，孩子最喜欢玩味和揣摩的事物，就
是能真正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的美好事物。相
比国内枯燥的应试教育、乏味的艺术教学，女儿在
美国重新焕发对艺术、对学习的热情，是不是能给
我们一些启示呢？实现“美育中国梦”，需要所有教
育工作者一起反思、努力，需要给咱们的孩子更多
自由翱翔的空间，需要给咱们的孩子重新插上美
和想象力的翅膀！

终于觉得画画快乐了
早晨醒来，我照例打开手机点击 -.*/#,，把

和女儿（已在美国洛杉矶读了两年高中）联系的
“绿色通道”激活。这次邮箱里蹦出一沓照片。翻动
着照片，满眼都是女儿的画作和她的笑脸。原来，
这次女儿“中了大奖”———她的五幅画作参加学校
举办的美术作品展，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的作品
被摆在展馆最显眼的入口处。
想起去年暑假时，女儿带回来一件深灰色的

拉链开衫，这是她们法语社团的社团服。她之所以
不远万里带回来向我们展示，是因为服装上的图
案是她设计的。学校的名字被醒目地设计在前胸，
后背的正中央是法国的地标建筑埃菲尔铁塔和一
个有着甜美笑容的小孩，铁塔的上方写着法文：
“01'!% ,/ 2#'（这就是生活）”。女儿说，每周的法语
社活动时间已经成了她最愉悦、最享受的时刻。短
短一年，她的法语水平已经有“士别三日”之感。

没过几天，她又在 ))视频中兴奋地告诉我，
她创作的油画《教堂里的和平》被学校选作了最近
一期文学杂志的封面图。校园的各个角落都张贴
着介绍这期杂志的海报，加上很多同学都拿着这
份杂志，女儿感到“走到哪里都看到自己的这幅作
品”，成就感很大哟！杂志的扉页还有封面画作者
的介绍，并配了一张小照片。女儿抑制不住灿烂的
喜悦：“妈妈，我终于觉得画画太快乐了！”

听到女儿的这句话，我竟好久回不过神
来……

创作个性的主题绘画
早在女儿小时候，就发现了她有点艺术天赋：

乐感好，手指纤长，色彩感强。于是，我和她爸决定
强化对她的后天培养，我们苦苦践行着所有父母
都在无奈维护的现代“教育经”：三岁学涂鸦，四岁
弹钢琴，五岁跳芭蕾，十一岁练书法，十三岁画素
描……满负荷，没空隙，真的好辛苦。
女儿每天练琴、每周赶场子参加各类培训班，

我们则负担高昂的学费。好在女儿还算争气，除了
考级上台阶，还得了不少奖。可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却发现女儿对艺术课程的兴趣渐渐低落。
原来，每周三小时的美术课，师生间或学生间

几乎很少有语言交流，老师的点拨也就几分钟。除
了临摹还是临摹，老师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基本功
一定要扎实。女儿真正感到了枯燥的滋味。自上了
高一后，作业繁多，她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素描
学习随之忍痛割爱。
后来女儿去了美国读高中。出乎意料的是，她

去后不仅各学科成绩优异，而且又捡起了原来已放
弃的音乐、美术等兴趣爱好，深爱并快乐地体验着。
美国的高中课程相当人性化，学什么可以选，

连必修课的学习程度也可以选择。女儿的选修课
选了绘画。
第一年学的是“有主题的绘画”。每次画完由

自己介绍、同学互评和教师点评。起初，女儿很不
习惯。美国同学的点评非常到位，她们从小学习许
多艺术知识，同学口中美术专用词脱口而出，女儿
根本听不懂。现在，她不仅能听懂能理解，而且也
能头头是道地评价别人的作品了。
女儿曾发给我两幅自画像。一幅是“现在的

我”，老师要求画出“目前你的精神状态和追求”。
她把自己与花相互映衬，娇艳但又内敛，眼神些许
迷茫，这恰恰吻合了她的性格和初到美国时的心
境。另一幅是“不同质感的美”。女儿构思了自己的
一双脚放在丝质布料上的画面，既画出了自己白
皙细嫩的双脚，又与光滑细腻的丝绸有了某种联
系。我不禁为美国教师选的主题拍案叫绝：启发创
作灵感，捕捉灵魂内涵。至于画作得好坏，似乎已
不再重要。
第二年，美国的艺术老师要求所有画作都围

绕一个主题，而这主题由学生自己选定。确定主题
后，要就为何选这个主题、如何围绕主题创作写一
篇文章。女儿选择了“水”的主题。为了这篇关于水
的文章，女儿思考良久，并和我这个语文教师探讨
多次才落笔———
“我们常常说水是生命之源，可是你真正地关

注过它的存在吗？在化学、物理、生物课上，我学到
了水的许多特性，在文学和哲学的思辨里，我更是
感叹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用我的画，展现出水的
多姿多彩，并唤起人们对于水的认知。”
结果，这篇文章获得了满分！之后，她的七八

幅以水为题的画作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同，其中一
幅《书本上的小水珠》最有创意，最富哲理：一本翻
开的书页上滚动着一滴晶莹的水珠，水珠下的文
字比原本的更大更清晰———很形象地表现出了水
的凝聚力和附着力，也很巧妙地突出水能折射光
线、放大事物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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