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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疯狂的小事叫艺术
本报记者 余娅

双休日， 我接到一个
学生打来的电话：“李老
师， 你帮我跟爸爸妈妈说
一下， 你不是叫我们留意
观察一下春天的景色吗？
我们小组 5 个人约好一起
去暨阳湖， 可爸爸妈妈就
是不同意！ ”于是，我跟这
位学生家长取得了联系，她妈妈说：“李老师，我也想让孩
子出去玩，可是我今天没有时间陪她，且不说路上的安全
没有保障，要是一不小心滑到了湖里，怎么办呢？ ”

我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身在农村，没有机会去公园
游玩，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干着割草、做饭、洗碗等活计。 每次放学回
家，拎着篮子，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来到田野后，肯定会在一个“头
头”的领导下先完成割草任务，然后翻滚的翻滚，捉虫的捉虫；爬树采
桑葚， 下河采菱角； 有时还悄悄到山芋地里挖山芋， 用茅草烤着吃
……虽说危险重重，但总是有惊无险。 现在想来也是其乐无穷！

一天，我去教室找学生订正作业，只见几个学生围在讲台边玩得
不亦乐乎，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我很好奇，走过去看了看。 哦！ 原来在
玩陀螺———那种很小很小的，用 3个手指使之旋转的陀螺。 一个学生
问我：“李老师，你会玩吗？ ”

我说：“我不会！ 我小时候没有这样的陀螺。 ”
“那你小时候玩什么样子的陀螺？ ”一个学生很好奇。
“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是自己找一段木头，慢慢地、精心地用小

刀削成一个圆锥，再在圆锥的顶上钉上一个铁钉。 虽然要花费好几天
时间来做，但是在空地上用鞭子抽打比玩这种小陀螺有趣多了！ ”

“哇！ 老师真牛！ 那你还会做什么呢？ ”
我干脆和他们畅聊起来———用五颜六色的花布制作沙包； 在田

埂上奔跑追蝴蝶制作标本；追着公鸡拔毛做毽子；自己做鱼钩去河边
钓鱼，去稻田边钓青蛙，下河摸螺蛳，上树粘知了……一切的玩具都
是自制的，一切的玩乐都是自发的。

孩子们越听越羡慕嫉妒恨：想独自出去找伙伴玩，却被以可能有
坏人而阻止；想玩滑板，却被以摔倒了要骨折而阻止；想动手制作一
些模型，奶奶说剪刀会弄伤手指。 而且，学校也因安全因素而取消了
不少活动项目，健身器材上、操场上，除了体育课外，冷冷清清……现
在，我们的孩子可以灵活地操作鼠标，制作 PPT；可以侃侃而谈现代
武器、最新游戏，却不能在长绳间灵活地穿梭，也不能在跑道上轻松
自如地跑完一圈又一圈……

家长们，请不要再以爱的名义，剥夺孩子玩的权利，应该让孩子
去接触、去感知、去受挫、去摔跤，去坦然面对该面对的一切。 因为，经
历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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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丈高楼平地起， 基础是
关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基
础教育正朝着美好的方向积极
发展。 我们应抓住机遇，在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联系
实际，进行有效整改。 所以，我
就此提出几点建议。

“家访” 不能失传。 培养
人才， 必须从娃娃抓起。 学生
大半时间是在家庭， 在学校表
现好， 在社会在家庭可能就不
一样。 有时因受家庭或社会的
影响， 往往瞬息之间， 变好变
歹， 皆人之常见。 因此， 学校
必须与家长紧密联系， 互通互
动， 配合做好“双管双教” 工
作。 学校应把家访工作列入常
规管理的重要制度， 积极鼓励
教师勤作家庭访问。

“小考”不能减免。 有经验
的学校， 每教完一个单元就小
考一次，进行检测评估，认真总
结经验教训， 及时调整教学部

署和教学方法， 并正确指导学
生学习方法。 同时又能查漏补
缺，及时补救。 所以说，考试不
是教学的终止， 而是教学的延
伸和发展。

育人不能重“教”轻“学”。
“教学”，可以认为是教师“教”
与学生“学”两者的有机结合。
“教学相长”是对两者的相应要
求。 古人认为“食鱼不如事渔”。
这也是勉励人们勿老是依赖于
人。 而应习惯于开拓进取，长期
受益。 基础教育就应该重视从
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学
的习惯。 因此， 教师应更新观
念， 切实改变过去那种机械式
灌输和死记呆背的传统习惯和

方法。 以人为本，让学生学得主
动，学得快乐，学有所成。

关注时事政治不放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每个青
少年都是国家和社会中的一
员， 学校有必要让学生从小就
心系国家大事， 激励他们有强
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从
而奋发图强。 常规的时事政治
教育， 能让学生及时了解改革
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和各行各
业涌现的新人新事。 有利于他
们与社会互动，增长见识才干。

上述种种，仅是个人拙见。
期待众位同仁都来探讨， 为促
进基础教育更好更快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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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之路怎么走
沅江市阳罗州镇镇中学 肖剑英

他打西方来
他的脸上带着些许胡渣， 身上穿

着件洗得泛白的 T 恤， 一条简单的休
闲短裤，踩着旧旧的中国制造回力鞋，
如果没有介绍， 很难相信眼前的男生
是一名大学老师。 他叫 Max� Harvey，
31岁， 在湖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
授字体设计和排版的课程。

半年多之前，Max 还是耶鲁大学
平面设计专业一名在读研究生。 在学
校的时候， 他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李维
伊。他很感兴趣李维伊的一些观点。这
成为他想来中国的契机。 并没有太多
思考，也没有再三犹豫，Max 一毕业就
来到了湖南长沙。

就在这几天， 他正和老同学李维
伊忙着策划一个名为“AN� IRON�
ROD� AS� A� SOUVENIR”的工作坊（Max 解释此名，钢
筋是一件当整个街区都被拆除之后剩下唯一的“纪念
品”）。 招募令一发，学生们热情很高，22 个学生加入其
中， 和 Max 一起经历这次紧张的为期两周的工作坊。
Max 说：“平时的字体课程看上去是严格关于形式和结
构的， 但是教学生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打破规则。
正如这次工作坊，学生们首先要去了解环境，然后做出
他们自己的回馈。 ”

做件疯狂的小事
Max为学生们划定了一个活动区域，北起桃子湖路

口南至阜埠河路，西到岳麓山东止湘江。 学生分成 6 个
小组在界定区域里选择一处空间， 可以是一座建筑、一
处风景、一条布满灰尘的小巷。 他们需要尽可能去收
集这个地点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选择适当的方式
在这个地点创作，对这个地点作出自己的回应，并且
在工作坊结束时公开展出作品。

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Max说， 大学生的生活两
点一线，穿梭于学校和宿舍之间，他们很少去关心两

点一线之外发生了什么。 这两点一线上的故事，他

们也未必感兴趣。 若是去认识这里的
人，和他们交谈，深入了解，可能会发
现越熟悉的地方有你不知道的精彩。

工作坊的参与者、学生吴永萌告
诉记者，这次课堂特别有趣。 就在前
几天，Max 带着大家去选定的地点探
看，20多个人顶着当空烈日， 走进了
闹市区旁边一处即将拆迁的居民区。
虽然面临拆迁， 狭窄逼仄的小巷两
边，人们依然在安逸地生活着。 有人
提议，在夜晚用硕大的聚光灯将巷子
里的老建筑打亮。 天气很热，大家流
着汗讨论，突然迸发的灵感让出行有
了意义。

来生活不是来体验
私下里的小事情，Max 也热衷不

同的挑战。 他喜欢在学校周围的小馆
子吃饭，不忌讳任何口味，连辣椒也欣然接受。“随便来
点什么。 ”他点菜时总这样说，然后望着端上来的不知道
内容的菜品一脸疑惑。

“你来长沙是为了体验生活吗？”记者问他。“我是来
住的，不只是来体验的。”Max指着办公室书架上的书告
诉记者：“我在进行一次大搬家。 ”坐飞机时只能随身带
两个手提箱，Max的手提箱里都是他的宝贝书， 和他一
起远渡重洋来到长沙。 他还计划着“慢慢把一个书架都
塞满，让他的宝贝书们都到这里来”。

“我在长沙报了一个中文班，打算好好学习中文，才
能融入这里。 ” Max的蓝色眼睛里，有一种平静却执着
的力量。

趣味黑板

排球小算将
长沙市望月湖第二小学 曾飞戈

开学了， 听说学校要进行排球比赛，
班长小红特意跑到文体商店，帮同学们买
排球。 她挑选了 3 个排球，收银的阿姨看
了一眼物品，随口道：“3 个排球，一共 134
元，付钱吧！ ”小红一听，马上礼貌地说：
“阿姨，您算错了!”阿姨非常奇怪：“你都
不知道一个排球要多少钱，怎么说我算错
呢？ ”“您再仔细算一下，好吗？ ”阿姨找来
计算器，片刻后，她惊讶地说：“对不起，我
还真的算错了。 ”

哇，太神奇了！ 小红不知道一个排球
多少钱，也能知道价钱算错了，这变的是
什么魔术啊？

其实，看似简单的数字包含了无穷的
奥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小红神

算的奥秘吧：
探索 1：3+6+9=18、24+48=72，大家看

出来了吗？凡是 3的倍数，相加起来也是 3
的 倍 数 。 探 索 2：10=9+1、100=99+1、
1000=999+1……所以 500=5×100=5×
（99+1）=5×99+5，可以看出，整百的数只
需看百位上的数能否被 3 整除即可。 同
理，任何数位上的数，都只要看这个数能
否被 3整除。例如：90000，因为 9能被 3整
除，所以 90000也能被 3整除。 而 7000，因
为 7 不能被 3 整除，所以 7000 也不能被 3
整除。

规律：各个数位的数字之和是 3 的倍
数，则该数为 3的倍数。如：5634，各个数位
上的数字之和是 18（5+6+3+4=18），而 18
（18÷3=6）能被 3 整除，所以 5634 就能被
3乘除。 而 134，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和是
7（1+3+4=7），7 不能被 3 整除， 显然 134
不是 3 的倍数，所以，小红不知道排球的
单价，也能准确判断出 3 个排球的总金额
不可能是 134 元。（原来小红神算的奥秘
就在这里啊，你学会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