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2年9月8日 星期四6 教卫 科技 专题编 辑/李欣泽

■本报记者 储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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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荔 上海市长宁实验小学
王卫明 上海市仓桥学校
王 平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三中心小学
王春年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
王 良 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
王晓蕾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实验小学
王 新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王慧萍 上海市青浦区东方中学
毛云蕾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白银路分校
厉海燕 上海市闵行区平阳小学
石云艳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学院
包凌岚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朱 琳 上海市实验学校
庄 艳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小学
刘丽娜 上海工商信息学校

刘潇琳 上海市奉贤中学
孙 健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南校
严 明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李 樱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初级中学
李海燕 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
李 攀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杨芸珠 上海市少年儿童浏河活动营地
杨轶燕 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
何晓敏 上海市第十中学
何锦湘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
余爱丽 上海市徐汇区董李凤美康健学校
沈丽瑾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第三小学
沈 虹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张 莉 上海市浦东新区御桥小学
张淑云 上海市民办新华初级中学

张寒冰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张 燕 上海市格致中学
陈 蓓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陈冬叶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
陈忠贤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
周 英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
郑 巍 上海市三新学校松江思贤分校
项志茵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
胡文仪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
胡 敏 上海市南洋中学
钟毅萍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
施玮琼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
姚伟国 上海市民立中学
袁学佳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
夏春花 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

顾玉娟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钱婷婷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倪京凤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
徐 欢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徐群力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山学校
高 瑛 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学院
郭莲丽 上海市奉贤区古华小学
浦冰洁 上海市进才中学
陶姣姣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康念慈 上海市松江区中山小学
梁 莉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证大外国语小学
梁玉洁 上海市延安中学
童廉宁 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解 艳 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学院
潘蓓蕾 上海市七宝中学
戴宏娟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师生联合讲“四史”构建学习共同体
上海市新中高级中学
开设“行走的教室”提升综合实践素质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开发“知行”德育课程 培养“四自”特
质学子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
劳动教育 淬炼时代新人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聚焦核心素养 培育研究型学生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
完善生命教育体系 涵养学生家国情怀
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
聚焦数学学科德育 提升数学育人效能
上海市嘉定区普通小学
架构协同模式 推进劳动教育
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营造“大拇指”文化 创新教育评价方式
上海市奉贤区江海第一小学
建设“百分爸妈”家长学校 创新家校合
力共育机制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第二小学
劳动教育课程重构与实施的学校路径
上海市青浦区沈巷小学
发挥泖峰文化大优势 构建五育融合新生态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中学
绘红色中华 育家国情怀
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京韵传承添彩课堂 国粹风华滋润素养
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
深化项目化研究学习 提升社会实践活
动品质

上海市第十中学
从阳光导师到全员导师
上海市复旦中学
创新机制 在志愿服务中培育劳动精神
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
建设一日常规课程 造福智力障碍学生
上海市浦东新区竹园小学
架构“1+N”模式 培育竹园好少年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
研发劳动教育共享课程 推进区域性整体
化发展

育 德 之 星 奖

创 新 实 践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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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最近，初中

课文中的这一字之差在社交平台引发争

论，不少人感叹自己这么多年都背错，甚至

有人直言自己“上了个假学”。

事实上，为流传已久的经典文本“勘

误”已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论。不论是古诗

文的字句、读音、语义随着时代发展而改

变，还是因为考古的最新发现而发生变动，

每一次都会引发大众的关注。

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他们

表示，语言本身就有生命，会随着时间发展

而不断进化，在学术界这种“较真”其实很

常见。而大众对于广为流传的经典作品

“勘误”“较真”，其实更有利于我们的语言

文化保持旺盛的活力，同时，对于学生来

说，了解这个“勘误”“较真”的过程，本身也

是一种学习，是对语言生命力的感悟。

异文现象在不少广为流传
的经典文本中并不罕见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这句大众耳熟能详的名

句出自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是

初中语文的必背课文。记者向部分高校中

文系教授和语文一线教师求证后获悉，在古

籍通行版本中确实为“是人”，目前使用的部

编人教版语文课本原文用的也是“是人”。

那么，为什么在不少人的第一印象中，

此处的文字表述是“斯人”而非“是人”？对

此，多位语文教师都提到，“斯人”和“是人”

两个说法，其实都没有错，都表示“这个人”

的意思。有人推测，“斯人”的用法在日常

生活、影视剧中出现较多，如“斯人独憔悴”

等就广为流传，当然也可能与早期不同版

本的文本有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认为，“斯”

和“是”在这里的意思相同，并不影响文本的

理解。其实，这种争议在源远流长的古文中

并不罕见，属于异文，即同一书的不同版本，

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篇文字而字句互异。

比如贾谊的《过秦论》就有不同版本，分别源

自《昭明文选》和《史记》两个权威出处，两个

版本部分字句的不同对整体意义影响不大，

所以没必要纠结孰是孰非。

当然，古文中不乏历代抄错、印错的版

本，由此导致意义分歧，也产生了值得专门

研究的学术问题。

对传世文本应更立体看待，
引导学生体会语言文化的魅力

“不仅是文本的变化，一些常用古诗文

的语音变化等也屡屡引发争议。而且，学界

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复旦大学文科资

深教授、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话代表了不少

学者的看法。他认为，应该立体地看待传世

文本，古诗文的语音和平仄、音韵等密切相

关，不可随意更改，也不必过于强调读音对

错。尤其是在中学教学中，老师更重要的是

通过讲解语言变化背后的语言进化和发展

规律，引导学生体会语言文化的魅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直言，

每一个改变的具体情况不同，对错不可一

概而论，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何正确看待经

典文本的考据和规范，这关乎文化传承工

作如何做得更好。

他专门举了一个例子。近年来，学界

屡次纠正“七月流火”的错误用法。这个出

自《诗经》的词，原意是指天气变凉，但现代

常被误用为指称天气炎热，主要是人们误

把“七月”理解成公历七月。郦波认为，个

中关键并非是简单纠正这个词的错误用

法，而是要对语词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有正

确的理解，把握好、传播好。

再比如，在曾经的热播剧《甄嬛传》中，

皇帝因为甄嬛的一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

摧残”而对她倾心。其实这句诗就用错了，

正确版本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朔

风”意指北风，诗人惜花爱花，希望北风如果

能够理解梅花的心意，就不要再摧残它了。

此外，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的剧

名出自苏轼的《浣溪沙》“人间有味是清

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

曼就表示，把“有味”改成“至味”没有问题，

这句话表达的就是人到中年放下一切的恬

淡之心，关键是这部剧所表达的是不是这

个意思，否则的话这样的改动很容易令人

反感。

“将错就错”带来的改变，本
身是语言发展的一部分

不过，一些“将错就错”带来的改变，本

身也是语言发展的一部分。郦波表示，今

天的语言中不乏讹变“成功”的例子。出自

《诗经》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成语，本

意是比喻事物繁荣兴盛，被误写为“逃之夭

夭”后，就变成了形容逃跑得无影无踪。

“在语义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一些约定

俗成的用法得到认可，原意反而被淘汰，也

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陈引驰也举例说，出

自《庄子》的成语“朝三暮四”，原指养猴人

为了解决猴子对早餐食物太少的不满，而

将早晨喂三枚果子、晚上喂四枚果子，改作

早晨四枚、晚间三枚。后来通常用以比喻

变化多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这种变化

不能简单视为错讹。

“汉字文明不同于字母文明，多音、多

义的特性带来了更丰富的含义。”郦波告诉

记者，从古至今，“微言大义”就是学术研究

的核心之一，也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

入人心。所以，借助时常引发公众热议的

语言变化问题，可以提高大家学习、研究母

语的热情。不过，网络时代的传播速度大

大加快，这也对学界的研究和语文教育的

顶层设计智慧带来更多挑战。

“斯人”还是“是人”？一字之差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有学者认为——

对经典“较真”，本质是对语言生命力的感悟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今年中秋节赏月
机会绝佳：一轮明月不仅“十五的月亮十五

圆”，而且看上去会很大。如若节间夜空清朗，

不妨与亲人熄灯纳凉，一享如银似水的月光。

年年中秋月圆，为何今年“月亮的脸”特

别值得欣赏？上海天文馆网络科普部部长、

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施韡介绍，这是因

为9月10日当天月亮升起的时间与天文学

上的满月“望”的时刻非常接近。

天文学上将月亮圆缺的一个完整周期称

为“朔望月”，平均约为29.53天。由于月亮

绕地球转动的轨道是个椭圆形，离地球近时

只有35万公里，而远的时候超过40万公

里，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月亮离地球近时

走得比较快，远时走得比较慢，因此月望的

出现并非每次都在农历月的十五，也就经常

会发生“十五月亮十六圆”，甚至到农历十

七才圆。

由于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恰好在近地

点，因此走得比较快，赶在农历八月十五

这天奉上“天文学满月”。本月望的时刻在

北京时间9月10日17:59，当天，上海所在

的 东 经 120?附 近 月 亮 升 起 的 时 间 约 为

18:24，两者只相差了半小时左右。这意味

着，当月亮刚升起来，市民就将看到一轮

十分标致的圆月，正所谓“出道即巅峰”。

施韡透露，明年的中秋圆月将更加理想，

因为满月“望”的时间点与月出时间几乎

完美吻合。

同样，由于在节前两天，即9月8日的

02:19，月球刚过近地点，因此今年中秋月看

起来也会特别大，尤其在它刚刚从地平线上

升起之时。施韡介绍，一般将月亮经过近地

点前后达到满月状态，称之为“超级月亮”，

其视直径与普通满月相比，可相差12%左右。

此外，本月太阳系中还有不少行星达

到了“年度最亮”状态：8日婚神星冲日、

17日海王星冲日，最值得期待的则是27日

的木星冲日。所谓“冲日”，可以理解为地

球轨道之外的行星达到了“满月”状态。

由于9月26日恰好是木星最近几十年里离

地球最近的时候，故而此刻的“超级木

星”亮度将达到惊人的-2.9等。“理论上

说，这次冲日时木星的视直径会比一般冲

日时大12.4%。”施韡说，用肉眼看，木星

只是一个小星点，因此极难察觉这些变

化，“如果不用望远镜观测，它就像是一颗

钻石镶嵌在夜幕中”。

9月10日月亮刚过近地点且恰逢“天文学满月”

中秋可赏“超级月亮”木星将现“年度最亮” 本报讯 （记者吴金娇）日前，教育部召开2022年全国“双

减”工作秋季学期视频调度会，部署秋季学期校外教育培训治理

工作。

会议指出，教育部会同“双减”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与各

地党委政府一道，紧紧围绕“双减”一年目标，坚持依法治理、综

合施策、标本兼治，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会议强调，当前巩固治

理成果形势依旧严峻，各地在部门协同配合、执法队伍建设、隐

形变异培训查处、预收费监管、非学科类培训规范管理、风险防

范化解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

会议要求，要严厉打击隐形变异培训，形成警示震慑，让违

规机构和个人无处遁形；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促进其成为学

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扎实做好预收费资金监管，切实做到机构全

部纳入监管和资金全额纳入监管；健全校外培训执法体系，加大

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行为。

教育部要求严厉打击隐形变异培训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近日气温下降
并伴有雨水，为蚊虫孳生创造条件；与此同

时，因疫情影响春季灭鼠，需加强秋季集中

灭鼠力度。中秋、国庆将至，昨天，上海市

爱卫办呼吁：共同做好秋季重点病媒生物

防制，携手营造清洁、健康、美好的城市生

活环境。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今年上海

遭遇连续高温天，过高温度导致蚊虫孳生

地积水蒸发，蚊虫无法产卵繁殖后代，加之

自6月以来连续开展的灭蚊专项控制工

作，因此蚊虫数量减少、密度降低，但随着

台风降温并带来充沛降水，湿热气候为蚊

虫孳生提供有利条件，蚊虫密度预计会有

一波升高。另外，经疾控部门监测，鼠密度

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秋季集中灭鼠可有

效降低鼠密度，防止鼠患发生和疾病传播。

因此，本市将继续做好以蚊、鼠为重点

的病媒生物密度监测，对垃圾箱房、社区活

动场所、人口居住密集的老旧小区、农（集）

贸市场等重点区域的公共环境，以及疾控部

门监测超标的公共场所开展集中消杀控制。

市爱卫办提醒，防蚊灭蚊关键是减少

蚊虫孳生场所，清除积水，从源头上减少蚊

虫数量。要做好单位、家庭环境卫生管理，

清理各类积水，清除废弃杂物、卫生死角，

减少蚊虫孳生环境。

同时，市爱卫办提出秋季灭鼠“五做

好”：一是做好环境清洁，封堵绿地内鼠洞，

修补破损窨井盖；二是做好建筑物防鼠工

作，各单位、家庭做好与室外相通的大于

0.6厘米的孔洞缝的检查和封堵，如空调

孔、入户管线孔、排风扇等；三是做好有鼠

户灭鼠工作，有食物被动物啃食，看到鼠

粪，听到鼠活动声音的单位、家庭，可在发

现鼠征的部位设置粘鼠板、捕鼠笼、鼠夹

等；四是做好秋季灭鼠期间毒饵站管理，重

点做好垃圾箱房、农（集）贸市场、生鲜超市

等场所的毒饵站设置，按计划投放统一的

灭鼠毒饵；五是做好下水道灭鼠，在垃圾箱

房、农（集）贸市场、生鲜超市等场所周边下

水道投放灭鼠毒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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