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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苗

黄艺舒今年11岁，外号“黄鸭叫”。他一张圆脸，双眼皮，大眼睛，

矮个子，骨子里透着股书生气。

黄艺舒名气很大，朋友遍全校，据传是三步一朋友，五步一哥们

儿。有一回，我和他一起下楼，碰上他的一个三年级好友。黄艺舒拍

着他的肩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找我身边这位胖哥，他会给你帮忙

的。”我真是哭笑不得。

他痴迷三国历史，竟也闹过一些笑话。一次，他饭后照例回房看

《三国演义》。过了一会儿，他想上厕所，便捧着书从房里走出来，还吟

诵着书中描写张飞的诗句。他妈妈问：“中饭吃得好吗？”“什么？张飞

吃得好吗？”“嘿，你怎么扯张飞那儿去了？真是个三国痴！”他连连点

头，赶紧上厕所去了。

他还组织了一个“三国研究所”，任命我为副组长。一天，我这个

副组长和他争论：华雄到底是被谁杀的，关羽还是孙坚？我侃侃而谈：

“《三国志 吴志 孙坚传》中记载，孙坚部队被华雄包围，后又集结部

队发动进攻，杀死了华雄。”他振振有词：“《三国演义》中，华雄连斩联

军数将，关羽出战，于三回合后斩华雄头颅于帐下。”“那好，史料讲不

清，我们就来讲作者。”我胸有成竹：“《三国志》的作者是西晋史学家、

文学家陈寿，他所处的时代离三国最近，一定最了解。”他不甘示弱：

“难道明清两朝的人就一定不比陈寿了解吗？”“Stop，休战休战，与其

在这里用口水将对方淹死，还不如在有生之年发明个什么时空穿梭机

去三国看一下好！”我甘拜下风了。这场“口水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哈哈，黄艺舒呀黄艺舒，你这个十足的三国迷。

■湖南一师二附小六（3）班 朱壬铎 指导老师 曾 瑶

（小记者频道优秀作品选登http://xjz.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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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学校

2051年，我已经是舞水

小学的校长了，请你和我一起来参

观我们21世纪50年代的舞水小学吧！

瞧，我们“舞小”建造在宇宙中，随便

乘坐哪一艘宇宙飞船都可以到达。这些宇宙飞船都以水为燃料，排出

来的尾气经过净化，毫无污染，可以自动驾驶，上面还有“防弹系列”

和“安全设备”，如果遇到障碍物，就会自动停下来。

学校建有宇宙阅读室、生态馆、西瓜气象站和巧克力餐厅等。这

些都是校长我亲手设计的。

我最满意的设计要数四季教学楼： 春季楼， 一个充满希望的名

字，那里有发芽的小草、开花的果树，同学们都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

夏季楼，有知了在树上歌唱，有昆虫们忙忙碌碌，同学们也忙着学习

与嬉戏；秋季楼借西天的彩霞披上一件似红似金的彩衣，路边的果树

上挂满了累累的果实，同学们累了渴了都可以摘着吃；冬季楼是最安

静的地方，雪静静地下着，孩子们在这里静静地读书，白雪辉映中，只

有孩子们的脸蛋通红通红的。

我们学校实行开放式的教学管理，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想到哪个

季节的教室里学习都可以， 说不定你上午还在春季楼里欣赏花花草

草，下午就在冬季楼里看雪景了。

告诉你吧，我们学校不仅仅面向地球的小朋友开放，也面向外星

球的小朋友开放呢！想到我们学校读书的，现在就找我报名吧！

■燕山小学小记者 张宇婷

■记者 黄京

“俗话说，‘男孩儿要穷养， 女孩儿要富养’，不

是没道理的。现在想来，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

没钱，没为你们姐妹俩提供好点的生活。但凡你们

小时候经历过富裕，都不会为眼前这些小恩小惠所

迷惑，感激到把自己的一生都搭进去。”———热播电

视剧《蜗居》台词

“穷养男，富养女”，这是古人的育儿理念，说的

是“穷养男儿好当家，富养女儿不愁嫁”。究竟什么

是“穷养富养”？ 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家长是这么做

的？性别教育是否就真的这么重要？针对这个话题，

上周， 三湘华声小记者俱乐部组织长塘里小学、国

防科大附小、周南中学南校区、大同二小等学校的

小记者们进行了一次调查。

怎么理解“穷养”和“富养”

关于这个概念，小记者们肯定不大明白，但他

们采访到了家长们的观点。 对概念的理解很重要，

它会影响家长对这个教育方法的认同度。不过在采

访中，小记者们发现很多家长对“穷养”概念的理解

并不一致。

小记者张甜颖：妈妈说，我认为“穷养”是指在

生活上让男孩子们学会在困境中成长，“富养”是指

在精神上教导女孩子们学会自立、自强、自重。

小记者蔡森博： 爸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穷

养” 是要培养男孩的阳刚之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免宽裕的生活产生怠慢之心；“富养”是说女孩子

要多见世面，合理的要求要满足，见得多了眼界开

阔了才不至于在社会中被骗。

小记者张淼淼：张老师说，“穷养”应该是指“挫

折教育”，“富养”是指“赏识教育”。

“穷养”个案：他一放假就被送到乡下

小记者小新今年12岁， 是个成绩很优异的男

孩。不过，由于从小被爷爷奶奶宠着带大的，小新十

分任性，动手能力也很差，小新的爸爸龙先生对此

很担心。“男孩子娇生惯养非常可怕，将来无法在社

会上立足。” 于是， 龙先生将小新送到了寄宿制学

校，一到寒暑假，还送小新去乡下的亲戚家体验艰

苦生活。

起初，小新非常不适应，常打电话回家向妈妈

哭诉。可渐渐地，小新变得懂事了，回到家会主动帮

父母干家务，做事拖沓的坏习惯也改掉了。今年暑

假，小新还和乡下的小伙伴一起干了农活，虽然晒

得皮肤黝黑，但吃饭挑食、浪费粮食的毛病彻底改

掉了。

“富养”个案：她的芭比娃娃塞了一橱柜

小记者冰冰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喜欢芭比娃

娃。 自从3岁收到妈妈送的第一个芭比娃娃开始，8

年来，她的橱柜里已经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芭比近50

个。起初，冰冰只是欣赏芭比可爱的样子，后来，她

在妈妈的鼓励下， 自己捣鼓着给芭比娃娃梳头、换

衣服、戴配饰。甚至，她还会用彩色皮筋穿上几块桃

心橡皮，为芭比做项链。或者用自己穿旧的衣服剪

成方巾给芭比做披肩。到现在，小小年纪的冰冰还

学会了化妆，走亲访友时她会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

亮。

很多人都劝冰冰妈妈刘女士制止冰冰这样过

于爱美的行为，但刘女士认为，在不影响学习的前

提下，可以鼓励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不定她

以后能当服装设计师呢。”

不要刻意地“穷养”和“富养”

根据小记者采访的情况，大部分家长认为不能

一味按照性别来进行“穷养”和“富养”，也并不赞同

在物质上过于“富养”。

有家长认为，如果一个男孩的家境很好，却刻

意不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会导致这男孩对财富产生

错误理解，他会认为财富只是积累的，而不会正确

的运用财富。如果一个女孩的家境不好，却一味的

追求“富养”，这是一种错误的爱，会导致女孩不懂

得获得财富的艰辛。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

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不能满足的就给予合理的解

释。这样才能使小孩的心理健康成长。

专家观点：不要“性别教育”，要“个性教育”

湖南秋实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丹妮老师坦言，通过

一些特殊教育把女孩培养成一个举止优雅的淑女，把

男孩培养成坚毅勇敢的男子汉，这些无可厚非。

但丹妮老师认为， 单纯以性别来选择育儿

理念极易陷入误区，容易对孩子心理健康造成

不好的影响 ， 教育孩子不要刻意按照某种理

念，而是应该按照孩子的特点，为他们营造不

同的教育氛围。“在个性自由的年代，注重性别

教育还不如注意个性培养。现在的孩子都是极

富创造力的，应该让他们自由选择，自主发展。

男孩子需要独立，女孩子同样需要有坚毅的性

格；女孩子需要有艺术气质，男孩也同样有对

艺术的追求。不应该以‘性别一刀切 ’，而应该

以‘个性’来进行特殊教育。”

12月7日晚9点10分， 湖南湘乡市私立学校育

才中学发生拥挤踩踏事故。看了报道之后，长沙市

育华小学对这方面非常重视，积极采取措施，预防

校园类似的踩踏事故发生。12月9日

上午，育华小学开展了一次紧急事故

疏散演练活动。演习假设该校教学楼

发生突发灾难，近600名师生不到2分

钟，全部疏散完毕。

7日上午10时， 育华小学紧急疏

散演练拉开了序幕。校内警报响起，校卫生老师准

备好医药箱随时待命。 全体师生纷纷快速反应，有

序离开教室，在走廊上猫着腰，紧张有序地通过教

学楼的走廊。同学们一个紧接一个顺着墙壁和楼梯

扶手疏散下楼。不到两分钟，在教学楼内的近600多

名师生按演练方案依次紧急疏散，快速、安全地疏

散集中到了学校操场， 整个过程紧张规范有序，没

有发生任何危险事故。

■小记者 邹婕 邹鑫 李祉欣（指导老师 杜佳）

12月4日， 我作为三湘都市报小记者第一次去参加“小眼大变

化”颁奖典礼，颁奖会场设在競才修业学校。

颁奖典礼开始了，我的心里充满欣喜和自豪，我们学校的罗毅

获得一等奖，骆佳琪、江逸云获得二等奖，宋薇薇、陈岑获得三等奖，

我也作为校园小记者和学校获奖的同学一起接过市教育局领导颁发

的获奖证书。

看到获得特等奖的同学上台，我想，下次我也获得一个特等奖就

好了。中学特等奖获奖者是一名雅礼中学理科班学生，他朗读了获奖

文言文作品《杜甫江阁赋》，深厚的文学根底让我敬佩不已，第二位上

场的是一名育才小学的小朋友， 他大方而简短地介绍和展示了他的

摄影作品，我心想，他比我小，却能用敏锐的视觉去发现美好的事物，

我现在成为一名小记者了，更要向他学习。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兴奋不已，一直思考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

的小记者了，我也要用我的“小眼”去发现身边的“大变化”。

■桐梓坡小学小记者 黎志旭

用“小眼”发现身边的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