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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广角

“现代鲁班”最迷恋拆东西
“拆东西的高手”，一提起简子哲，这个

评价立刻从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朱琳嘴里“跳
“了出来。 2001 年出生的简子哲，从小学起
就展现出了“少年鲁班”的气质：拆手表、电
风扇，见啥拆啥；进入高中，他甚至连班级的
黑板、门锁都一一拆了下来，再重新装回去。

小学阶段，简子哲就特别喜欢读书。 一
套《十万个为什么》在小学时就已被他翻烂，
各式各样的科普期刊和科普书籍也是他的
最爱，还包括许多英文科普书。 那时的简子
哲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电子线路和手工制作
班找到了“人生目标”。 在那里，他发现拆装
各种机械电子设备，是个奇妙而有趣的过程。
从此，这个“拆东西”的爱好一发不可收拾。 他
甚至养成了随身携带小螺丝刀的习惯， 学校
的黑板、桌椅板凳、鼠标等，都没有逃脱他的

“魔爪”。
而在简子哲看来，在他拆装各种仪器、参

与各类创新实践的过程中， 自己的思维也在
不断开拓、完善。“拆拆装装，让我学会了换个
角度思考问题，逐渐丰富了我的思维方式。 ”
简子哲说，这对数学等理科学习很有帮助，尤
其是难度较大的题目， 经常需要用创新的方
法解决，这时他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高一结束后， 简子哲向父母提出自己的
计划———直接跳级到高三， 提前一年参加高
考，他的目标是中科大少年班。 要知道，因为
文科相对薄弱， 简子哲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并
非拔尖，但父母和老师都支持他的决定，因为
他们看到了简子哲的学习潜力和较强的自我
管理能力。

2017 年高考， 简子哲拿出了令人满意

的成绩单：数学 143 分，英语 126 分，语文
102 分，化学、物理和生物也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参与中科大少年班面试也是一个有趣的
过程。 简子哲回忆说，面试的题目很活跃，也
考验着考生的理论基础，包括“用地震波来探
测地球内部结构”等物理试题，以及“群论”等
数学试题。 因为在面试中表现出色，简子哲终
于拿到了少年班的入场券。

这次面试让简子哲感触颇深， 他说，中
科大少年班招收的不是“偏才”“怪才”，而是
文理兼备，尤其是物理、数学擅长的学生。眼
下，高考已经过去，未来将从零开始。 如今，
他想设计固定翼无人机等，一旦脑海中有了
想法，就会开始绘制图纸。 简子哲说：“期待
早日迈入大学课堂，学习更加丰富的基础和
专业知识，期待能和中科大面试中志同道合
的同龄人继续海阔天空地畅聊科学，期待能
有条件和时间将我的异想天开一一付诸实
践。 ”

“片段式”学习助“少年极客”个性发展
杨光灿烂，人如其名。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

阳光男孩，还是个“少年极客”，喜欢创新、喜
欢实验，各科成绩优秀。 在学校里，杨光灿烂
一直人气颇高，学习成绩总在年级名列前茅。
他还喜欢各种科创实验，物理、化学、数学竞
赛和英语竞赛的获奖名单上， 总能找到这个
特别的名字。“少年极客”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今年， 杨光灿烂收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的录取通知书。

提及学习，杨光灿烂毫不避讳传授自己
的学习方法。“刷题也很重要，学习中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练习，几乎所有学科我都是在做
了很多题后，总结出了出题和解题的规律。 ”
英语学习的经验则是，从初中就开始背诵英
语四级、六级单词。 升高中的那个暑假，他买
了两本高中英语语法“红宝书”，之后一年多
从头到尾整整做了 3 遍。 杨光灿烂有个习
惯，每天午饭、晚饭后，他都会阅读 20 分钟英
文原版书，睡觉前再看 30 分钟。 这个习惯延

续至今， 为他的英语学习奠定了非常扎实
的基础。

学校里，杨光灿烂更像是一名“少年
极客”。 他最喜欢的学习方式就是动手做
实验，在实验中寻找答案。 不管什么课，只
要能动手参与实验并验证结果，他都兴趣
十足。 因为热爱科技创新，高一时，杨光灿
烂就在指导教师张唯的帮助下， 申请创办
了“高中科学创客社”。

跳级升入高三之后， 杨光灿烂把高中
科学创客社的管理工作交给了同学，自己
做起了名誉社长。 管理社团的时间虽只有
1 年， 杨光灿烂却觉得收获很多———如何

与老师打交道，如何管理社团成员，如何写
各种材料，对他来说，都是未曾有过的体验。
2015 学年末，这个科创社还被评为“学校年
度最具人气社团”。

高二开学，杨光灿烂就向学校提出想要跳
级挑战中科大少年班的考试。考虑到杨光灿烂
的学习基础比较扎实，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
等理科成绩不错，也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从去
年 11月开始， 杨光灿烂只在学校上语文和部
分课程，其他时间则回家自学。 这更类似于一
种“片段式”的学习方式。“我并不是一整天都
在学校里，可能上了几节课就回家。”相比很多
同龄人，杨光灿烂既有天赋，也勤奋。每天早晨
6 点半，他就准时起床，背单词、看书，开启一
天的学习时光。他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
一天的学习内容，而且高效、自律。

当问到“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他半
开玩笑地说：“当然是我的名字， 不过更重要
的是乐观的个性和乐于钻研的精神。 ”

（来源：文汇教育 张鹏/文）

“学生、家长、老师是一家人”
1946 年， 袁瑢在战乱中随全家从南通来

到上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又因身
体原因休学，“误打误撞”踏上了小学的讲台。
袁瑢后来回忆，当年，她看的第一本有关教育
方面的书是一本《小学教育典型经验介绍》，
其中，“学生、家长、老师是一家人”这句话，她
记了一辈子。

在袁瑢曾经奉献了一生的上海市实验小
学，《袁瑢语文教学三十年》 一书基本上是该
校语文教师人手一本的收藏品。 年轻教师们
总是好奇：“袁老师的课堂，初看有些平常，因
为很朴实、不花哨，但看似普通的语言、平常
的内容，孩子们怎么那么感兴趣？ ”退休后，袁
瑢仍时常来到学校指导， 青年教师们常常在
她的亲自辅导下备课。

著名特级语文教师于漪和袁瑢相识于上
世纪 60年代。 困惑于很多高中学生识字等基

本功不扎实，于漪去学校向袁瑢请教，只见她
在和一个小姑娘谈心。“明知有很多人找她，
她对孩子仍非常有耐心， 一直说到小姑娘渐
渐抬起头，最后蹦跳着走出教室。 ”在纪录片
《教师》中，于漪回忆道。

“不能把含糊的东西教给孩子”
在上海实验小学第六任校长殷国芳印象

中， 袁瑢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能把含糊
的东西教给孩子”。 一次，她惊讶地发现，袁瑢
的语文书上，密密麻麻全是铅笔记号，仔细一
看，袁瑢几乎给每个字都标注了拼音。 她说，
自己普通话多少带着家乡口音， 但是教给孩
子的，一定要是最规范的知识，最标准的拼音
发音口型。

袁瑢老师“一定要把书教好”的决心从
刚当老师时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她踏上教育
岗位前从未接触过教育学、 心理学之类的书
籍，因此要上好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遇到
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几十年前，她为了上好第一课，不知费了
多少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教案。 上课的前
一天晚上，她还捧着书本在试讲。 尽管这样，
那第一堂课还是上得很糟糕，内容讲完了，一
看表，离下课还有半小时时间。 怎么办呢？ 她
呆呆地站在讲台上，不知所措。 而台下，学生
却一个个“活跃”起来了。

然而，正是从这第一课开始，她心里升起
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把书教好！

“学校是可爱的，老师是可亲的，学习是
快乐的，同学是友爱的”

人们都知道袁瑢老师语文教学十分出
色，却不一定了解她精心育人的事迹。

一次， 袁老师给一年级的小同学默写生
字。 一位同学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邻座同学
的本子， 把自己默不下来的一个字写在了本
子上。 过了一会儿，这个同学又把那个字擦掉
了。 就是一个同学这样细微的举动，袁老师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当即在班上表扬了这个同
学。 20年后这位同学向袁老师谈及这件小事
时动情地说：“袁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有用的
人，首先要做个诚实的人。 从那以后，做个诚
实的人，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项准则，而且将坚
守一辈子。 ”

还有一次袁老师正在开会，突然有个同
学推门进去，向袁老师“告状”：说某同学打
扫卫生时打闹，把讲台上的两叠作业本全撒
在地上了。 袁老师即刻出来，她蹲下身子捡
拾本子， 同时请同学一起帮忙。 接下来，她
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 一个同学偶尔犯
错， 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要想到怎么去帮
他。 同学间要相互关心， 相互帮助和爱护，
值日的时候要认真，不打闹，好吗？ 大家都

频频点头。
对于“母校”上海实验小学，袁瑢直到去

世前，也都是饱含感情的。 只要身体允许，她
总会让保姆用轮椅送到学校， 跟孩子们在一
起，看他们开学，一起进行升旗仪式。“学校是
可爱的，老师是可亲的，学习是快乐的，同学
是友爱的。 ” 这是袁瑢一直奉行的教育格言，
也是她对于母校的深厚感情。
“最大的幸福是看到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

直到几年前，袁瑢都会坐在教室里，听
青年教师的课，为他们出谋划策，亲自指导
教学。 袁瑢将所有积淀毫无保留地传递给
今天的教师。 她用自己的风范与学术告诉
青年教师，教师不仅仅是教书匠，只要将
生命与智慧投入其中， 专业成长与人生价
值， 同样可以在三尺讲台上得到最大化的
体现。

2015 年 9 月， 上海实验小学启用新校
舍，92 岁高龄的袁瑢受邀到学校参加典礼。
看着孩子们活蹦乱跳的身影，听到“袁老师”
如此亲切的称呼，袁瑢感慨万千：“在这段路
程上， 最大的乐趣是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最
大的欣慰是为党的教育事业尽了自己的一
份力，最大的幸福是看到学生和青年教师的
成长。 ”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报”）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被誉为“共和国语文大师”，她到底做出了怎样的成就？ 这位老师的离世，几乎震动整个语文教
学界。她长达半世纪的教学生涯，又会给我们留下哪些思考和启示？这位九旬老人就是袁瑢（见左图），我国著名小学语
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她因病于 8 月 23 日 13 时 14 分在上海逝世，享年 94 岁。她曾任第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受到刘少奇主席接见。 袁瑢老师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她给我们留下的诸多教育“金
句”，值得我们学习、体味。

什么样的学生才能拿到中科大“少年班”入场券？

揭秘“00后天才少年”是如何炼成的
8月 19日，均出生于 2000年之后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少年
班新一届 43名学生悉数报到。什么样的
学生才能拿到“少年班”入场券？ 中科大
少年班学院执行院长陈旸表示， 少年班
孩子们的特点是聪明、有好奇心、比较执
着，与其说他们有超出常人的智商，更不
如说他们有超出常人的勤奋和努力，强
大的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比如，今
年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的简子哲是个喜欢
“拆东西”的当代“小鲁班”，而杨光灿烂
则是成绩拔尖的“少年极客”……

“共和国语文大师”的教育“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