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彭薇

上学先查家底

全市各幼儿园目前开始接受报名，笔者听

一些家长说起报名时的尴尬事，如老师不停地

询问家长的工作和职务，收入状况等等。 小朋

友上学前，难道还要先查家底？

有的家长带孩子去幼儿园报名，就有老师

问：“你和你爱人是做什么的，啥职位？ ”有的甚

至要挖出祖辈是否还在工作、从事什么工作等

等， 还有的老师干脆对着三四岁的孩子问：你

家里有几套房呀？ 这让家长们无所适从：“这到

底是选孩子，还是选家长？ ”

笔者去一所小学参加报名活动，也碰到类

似尴尬事。 一个孩子在和老师说了几句话之

后，扑进母亲怀里，噘着嘴巴说：我们家里没有

车子，老师就不让我上学了吗？ 原来报名时，老

师问他家有没有汽车、什么牌子的……

显然，老师直勾勾的问话，触碰了家长敏

感的心。 不少家长心里直犯嘀咕：是不是家庭

条件好的孩子，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关照，条件

差的会被晾在一旁？ 孩子会不会因为家庭条

件，被分成三六九等？ 谈工作，聊收入，如果老

师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孩子的家庭状况和成长

环境，或者收集一些“家长资源”，以便聘请有

专才的家长当校外辅导员，这样做也无妨。 但

如果因为孩子的家庭出身就给他们贴上相应

标签，显然违背了教育的公平公正，更有“醉翁

之意不在酒”之嫌。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每个孩子都是未来的

希望，都是可爱而鲜活的生命个体。 他们来自

不同的家庭，受不同家教观念、环境等影响，成

长历程各不相同，性格能力也大异其趣，这才

让校园多姿多彩。 孔子的“有教无类”时至今日

仍绽放光芒，英雄尚不问出身，教育又何必谈

分类呢？

◎辣语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各种社团琳琅满

目，课余活动遍地开花，大学生面临着更加

广泛、自由的选择空间，于是乎一些大学生

蜂踊而上，西瓜芝麻都想要，眉毛胡子一起

抓，俨然成了“社会活动家”。 我曾见一君身

兼数职，整天“公务缠身”，然而，一到上课便

疲惫潦倒，终因学习欠帐、成绩挂科太多而

惨遭退学，结果令人叹息、引人思考。

也许此君内心也苦恼：付出了，为何没

相应的回报？这位大学生其实是走进了一个

选择误区，即只懂得“拿起”，不知道“放下”，

其结果只会是该“拿”的没拿好、该“作为”的

没作为，进而收获“惨遭退学”的结局。

大学生青春年少、精力充沛，确实是学

习和积累、思考与实践的黄金期，我们要高

度珍惜、认真把握、高效运用。但再青春也需

要保养、再充沛也需要松弛。 这就需要我们

在眼花缭乱的选择项中，“拿起”该拿的，“放

下”该放的。

“拿起”往往靠勇气，“放下”考验的却是

智慧，我们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懂得

究竟什么该“拿起”，什么该“放下”，进而做

到张驰有度、收放自如。

“放下”需要理性。 要“拿”好主要矛盾，

“放下”次要矛盾。 对于大学生而言，学习就

是主要矛盾， 对大学生涯甚至今后步入社

会、参加工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加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助于提高自身综合

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虽十分重要，但相比

学习而言，还是次要矛盾。所以，大学生在时

间安排上、精力分配上还是要有侧重、有主

攻目标，把重点放在提高学科水平、完善知

识体系、强化实践能力上。 对于课外兴趣爱

好，则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有力则“拿

起”，无力则暂时“放下”。 分得清轻重缓急，

才能灵活自如，轻装上阵。

“放下”需要气度。大学生在对待学业与

业余爱好时，不妨多一些思考，哪些是我们

必须“拿起”，而且必须拿好的,哪些是需要

我们“放下”，毫不犹豫放下的。当然，“放下”

不等同放弃， 更不等同永久放弃，“放下”是

一种审时度势、 利弊权衡后的暂时搁置，待

客观条件和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时，“放下”的

我们又可以重新“拿起”。所以这种“放下”不

但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统筹兼顾的能力，更能

考验一个当代大学生的为人处世的气度。

□ 徐贲

让孩子慢慢长大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再版序中

说，在该书出版后的 12 年里，许多中小学学

生给他来信，“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

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

不仅会饱受早来的、 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

响，而且可以对这些影响进行讨论，甚至进行

反思。 这个年龄的学生也往往行文直率和简

练，还没有被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思想”。

这也是我对小学生作文很有兴趣的一个

原因，因为五年级是美国小学的最高年级。五

年级的语文分为 6 个单元，分别教个人叙述、

说明如何、说理、比较和对比、研究报告、故事

等，样式与四年级差不多，但不仅作文字数从

140字左右一下子增加到 300字左右（六年级

增加到 500字）， 而且从一般的 3段增加到 5

段。更重要的是，五年级学生开始有“观点”和

“看法”了，已经不再是小小孩了。

当然， 五六年级学生的想法并不一定要

用学校的五段落作文来表达。 波兹曼断言电

视媒体侵入家庭生活，正在加速童年的消逝。

尽管波兹曼是大名鼎鼎的媒体研究学者，但

他在书中说的仍只不过是自己的看法。 五六

年级学生并不把他当作权威， 而是写信与他

交流不同的“看法”。

众多来信者中， 一个女孩纳里艾拉在结

束她的短信时说，你的想法“稀奇古怪”。男孩

杰克说：“我认为你的文章不怎么好。 童年没

有消逝———哈!———就这样没有啦？！ ”约瑟夫

写道：“童年没有消逝，因为我们看电视，我认

为一周五天上学才是荒废童年。 我觉得那太

过分了。童年非常宝贵，用超过半周的时间去

上学，太浪费了。 ”蒂娜写道：“当你是孩子时，

你并不需要顾虑责任的问题。 孩子们应该多

一些玩耍。 ”约翰写道：“我认为 18 岁才应该

是儿童变成成年人的年龄。 ”帕蒂说：“我不认

为一个 10 岁的孩子看了成人节目，就不再是

儿童了。 ”安迪说；“大多数孩子看电视节目，

知道那不是真的。 ”

波兹曼很尊重这些“看法”，认真地把它们

记录在自己的书里， 并从中得到思想收获：“它

们给我的主要教训是儿童自身是保存童年的一

股力量。那当然不是政治力量。那是一种道德力

量。 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道

德多数’。 看起来，儿童不仅懂得他们与成人不

同的价值所在，还关心二者需要有个界限；他们

也许比成人更明白，如果这一界限被模糊，那么

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

小学生作文写得像小学生， 这是儿童与

成人不同的一道界限，否则，一些非常重要的

东西就会随之丧失。 美国小学生作文有一种

自然的直率和简练，有儿童率性的原因，也跟

老师不鼓励用语言来掩盖无思想有关。 中国

的中小学往往盛行一种模仿大人、 貌似成熟

的“高跷语言”，夸张做作、故作深沉、夸夸其

谈,�因为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特别需要用

现成的套话、空话来装点掩饰。 许多“校园文

明标语” 提供的就是这样的高跷语言范本：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 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鸟儿因翅膀而自由翱翔， 鲜花因芬芳而美

丽，校园因文明而将更加进步”、“放飞你的青

春， 挥洒你的热情”、“天空是温暖的摇篮，不

要再向天空吐烟，让地球心酸；草地是美丽的

地毯，不要再乱扔杂物，让地球难堪！ ”。

这样的语言算不上思想成熟的成年人语

言，而是一种滥情、冲动、既不幼稚又不成熟

的“儿童成人”语言，逼着孩子像小大人似地

鹦鹉学舌、装腔作势、有口无心。 它不能提升

儿童对事物的理解力， 但却降低了成年人的

智力定位，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不

知有多少人， 就因为使用这种语言而成为一

个“长不大”年龄段的成员。 与其快快成为这

样的成人，还不如让孩子慢慢长大！

◎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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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大学生活也要学会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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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

美国如何

上阅读课

□ 李爱铭

日前，一则中美学校教学《灰姑娘》的帖

子，在网上颇为流行。 作者以《灰姑娘》为例，

展示了美国和中国阅读课堂的不同：美国课

堂围绕灰姑娘的经历，循循善诱，引导学生

领略故事中蕴含的守时、互助、自强等品质。

而在中国课堂中， 老师则重点强调作者生

平、训练学生如何分段、熟悉修辞手法等。

同样是一篇《灰姑娘》，中美教学模式的

差异，体现出教育观念的不同。 中国版的灰

姑娘， 更多的是把语文课当作语言训练课，

训练学生的文字技能。 而美国的阅读教学，

更强调品行教育， 挖掘其中蕴含的意志品

质，传授价值观和处世之道。 语文特级教师

于漪认为，语文不仅是教孩子识文断字的工

具课，更是进行道德情操熏陶的文化课。 像

文天祥的《正气歌》、冰心的《小桔灯》等，对

这些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应着眼于教会孩子

感悟爱国的正气、做人的感恩等品质。 由此

看来，美国版的“灰姑娘”教学，有值得我们

借鉴之处。

国内课堂常见的咬文嚼字式的教学方

法，将知识从情境中过度抽离，也不利于学

以致用。“分段”、“换词”、“找修辞方法”等，

都是我们常见的语文任务，这些任务常常是

机械套用相关语言知识技能，却分解了故事

本身，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 令人

担忧的是，这种教学方法，在不少学科教学

中同样存在。 如物理课上学“做功”理论和公

式，很多学生掌握得很熟练，但当面对上坡

骑车如何省力这类实际生活场景时，却很难

驾驭相应的知识技能。

语文教学不能过度追求和框定标准答

案，而失却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的魅力。 文学作品的写作与阅读，都是

主观的感悟过程。 至于“如何分段”、“为什么

用这个动词而不是另外一个”等问题都要求

标准答案，这显然不利于学生感悟作品。 如

何减少“标准答案式”的语文学习，引导孩子

深入感悟作品的内涵与作者的思想，美国版

的灰姑娘教学，或许能够提供新的启发。

◎观点

◎诤言

□ 沙舟

形式主义

毒害童心

“今天上级领导要来检查，听说来

我们班，我们务必要打扫好卫生，如果

有领导问你们学校情况， 不能说……

要说……”

这是学校里的学生常会听到的

话。

自从戴红领巾起， 我就浸淫在种种

形式主义中：为视察大扫除，为学校达标

而“本着自愿的原则”给校图书馆捐书，

填写教师调查表时不能选择“D 不好”。

在小学我得到的常识是， 每次大扫除就

一定会有大领导的到来。 那时在我的观

念里， 打扫卫生的最终目的是迎接领导

视察。

我很难理解， 如果把什么东西都

准备好了，连领导问什么、学生该答什

么都提醒好了， 上面的人能视察出什

么？ 如果所有的学校都这么做，那怎么

来通过视察评比优劣？“没有调查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 ”这样的调查，能发出

什么言？ 小学上思想品德课，老师就开

始传授实事求是的道理， 但一到给老

师打分时， 老师又用命令的口气告诉

学生不能选“D”，书本与现实的矛盾让

一些本来就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更加疑

惑， 种种的不解也渐渐地在他们脑子

里变为“正常”。

孩子们从小所受的诸如此类的潜移

默化的“培训”，会让他们在长大后也能

娴熟地奔走在走马观花式的检查中，沉

沦在为开会而开会的会议中， 继而再继

续“视察”下一代。

成长环境对于孩童尤为重要。 对于

课本上的知识，更要用行动来教育。知行

不一会毁了孩子。 所以，我要在此呼吁：

还孩子心灵一片净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