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鹏

“长期以来 ， 中小 学 生 的 语 文 课

就是围绕课本转 ， 每篇课文教学两三

课时， 每周七八节语文课。 课程评价、
语文考试也是为了检测儿童对教材的

掌握情况。 学生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做

各种各样的练习和检测上 ， 看拼音写

词语、 组词造句 、 解词释义 、 改错别

字 、 改病句……” 近日 ， 亲近母语创

始人、 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在沪演

讲呼吁， 这种语言的学习方式亟待改

变。 在她看来 ， 这样的语文教学不可

能让儿童提高母语素养 ， 反而会让儿

童失去母语学习的兴趣 。 为儿童提供

更丰富、 更优秀 、 和儿童的深层心理

结构对接的阅读材料和学习环境才是

母语教育的根本。

语文学科学习
不等同于母语学习

母语是什么 ？ 从字面上说 ， 母语

是妈妈说的话。 语文则是学科学习。
徐冬梅说 ， 相比之下 ， 母语更有

“温度”。 她解释说， 母语教育应该包

括四个层次。 最显性 、 最基本的层次

是母语文字的应用 ， 也就是培养最基

本的听说读写能力 。 其次 ， 母语教育

也 是 文 学 教 育 的 过 程 。 情 感 的 熏 陶 ，
心性的养育， 想象力的激发 ， 人文素

养的形成都有赖于文学教育 。 更进一

步说， 母语教育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

传承的过程， 还是生命智慧的培养过

程。 可以说， 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过

程， 也是他们精神成长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 母语除了字

面所要表达的意义 ， 还包含着许多其

他的文化元素 。 比如 ， 母语还包含方

言。 “推广普通话 ， 绝不能以消灭方

言为代价。” 徐冬梅认为， 方言代表着

故乡， 是人们精神的家园 。 带领孩子

们诵读与故乡有关的童谣 、 歌谣 ， 了

解家长有关的故事和传说 ， 是母语学

习必不可少的环节。
徐冬梅回忆说， 在童年记忆里， 每

一个传统节日都是那么地真实和有趣

味。 尽管童年物质是匮乏的， 条件很艰

苦， 但每一个传统的节日， 母亲都那么

虔诚而认真地谨守传统的习俗， 带着我

们一次次经历：
每年的春节 ， 从进腊月开始 ， 母

亲便忙碌起来了 ， 掸尘 ， 年蒸 ， 磨豆

腐， 送灶， 炒蚕豆 ， 炒花生辞年 。 每

年的清明， 母亲早早的上坟 ， 给爷爷

奶奶、 外公外婆的坟墓填上新土 ， 然

后回到家里， 做好饭菜 ， 带领我们郑

重地给先人焚烧纸钱。 每年的端午节，
母亲前几天就采好了粽叶 ， 洗得干干

净净， 前一天就带着姐姐包出各种形

状的粽子。 端午的早晨 ， 我们就可以

吃上香喷喷的粽子 。 每一个孩子都有

漂亮的五彩手线 ， 每一个人脖子上都

有 网 兜 ， 网 兜 里 一 个 鸡 蛋 一 个 鸭 蛋 。
每年的中秋， 妈妈都会早早准备好当

年的芝麻， 用石磨碾得细细的 ， 和糖

一起做成馅，当天用糯米粉包着芝麻糖

的馅，然后烙成香香甜甜的月饼……一

年又一年的循环 ， 传统习俗刻在我们

心里， 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部分 ， 成

为我们最幸福的记忆。
每个家长应该尽可能让孩子活在真

实的文化习俗里。 也许你已经不太会包

粽子了， 已经不太可能自己做月饼了，
也许祭灶也是你没法做到的。 但到了传

统节日， 你还是可以有意识地去做一些

事， 例如端午节去买一把艾叶和蒲草，
跟孩子一起买粽子吃。

“我不太赞同那些一直强调要看原

创绘本， 而拒绝世界各地经典绘本阅读

的家长们。” 徐冬梅说， 母语还应该包

括那些用母语翻译的， 反映了人类共同

心性的语言文化。 母语一直是在不断的

融合中发展的 。 被翻译成汉语的泰戈

尔、 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 安徒生的作

品， 早已经成为母语的一部分。

不阅读的孩子
怎能学好母语？

小学语文课标要求小学生课外阅读

不少于 145 万字。 那么， 课是什么？ 是

否只能围绕着教材和习题？
对于 “课外阅读 ” 的概念 ， 徐冬

梅一直反对。 她认为阅读是基础教育

最基本的教育行为 ， 阅读是每一个儿

童应该享受的权利 。 每一个学校 、 每

一个班级都应该开展阅读 ， 而且应该

是在课程之内。
上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 从 叶 圣 陶 、

丰子恺到吴研因 、 沈百英等 ， 一直在

探索在小学国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的

教育。 “不阅读的孩子 ， 是没有办法

学 好 母 语 的 。” 正 如 叶 嘉 莹 一 直 倡 导

的， 儿童语言教育不能 “字字落实 ”，
而 是 应 让 孩 子 直 面 诗 歌 ， 通 过 诵 读 ，
感悟其中的韵味。

儿童母语学习必须是有意义的精

神活动， 绝不能变成毫无意义的字句

工具化训练。 小学母语教育的首要任

务应该是为儿童提供更丰富、 更优秀、
与儿童深层心理结构对接的阅读材料

和母语学习环境。
其次， 儿童的语言发展一定是在实

践中完成的。 就是说， 儿童必须在听说

读写过程中学习。 而阅读是母语学习的

核心， 是最重要的言语实践。
但，这种阅读是有方法 、有规律可

循的。 徐冬梅认为，选择阅读的书籍，有
几条标准可以参考。 比如，那些表达着

真挚情感的经典书籍，是可以作为阅读

的首选；为儿童选择阅读的书籍 ，应该

坚持儿童性。 “对于年纪较小的孩子，过
早地接触那些落魄、怀才不遇的诗歌就

显得不那么合适。 ”她说。
要知道 ， 不同年级的孩子阅读的

层次也各有不同 。 比如 ， 年纪小的孩

子从诵读开始 ， 这也符合人类学的机

理。 “人类具有文字不过五六千年的

历 史 ， 普 遍 的 教 育 诞 生 至 今 不 过 百

年。” 徐冬梅说， 除诵读外， 阅读的方

法还分为精读、 略读和浏览。

经济发展后
阅读是一种 “自我寻找”

倡导阅读十余年后， 徐冬梅感到，
眼下家长和学生对于阅读的态度已发

生转变。 比如 ， 阅读量不断增多 ， 阅

读的品质也在提升。
尤其是近年国学班 、 读经班日趋

火爆， 掀起了不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注和热爱 。 在徐冬梅看来 ， “国

学” 的回归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的 “自我寻找”， 究竟多少人理解了其

中的文化精神还需推敲。
古代儿童进小学前要先进蒙学馆开

蒙识字。 六岁以前一般不读经。 识字的

主要读物是 《三字经》 《百家姓》 《千
字文》。 现在被学校和家长们普遍使用

的蒙学读物除了这三部， 还有 《声律启

蒙》 《笠翁对韵》 《千家诗》 等。 这些

音韵和谐的蒙学读物， 三字一句或四字

一句， 满足和适应了儿童对节奏和韵律

的需要， 是很好的开蒙读物。
徐冬梅说 ， 了解和学习我们的传

统文化是必要的 ， 但今天的儿童绝不

能只读蒙学读物 ， 只读古代诗文 。 古

代的经典和孩子的精神世界相去较远，
难以形成共鸣 。 更重要的是 ， 古代的

教育跟今天的教育有很大不同 。 古代

教育基本是精英教育 ， 今天的教育则

是普及的教育 。 圣贤之书 ， 也是适应

古代所需要的处事修养准则 。 今天的

世界和古代社会已有很大不同了 ， 今

天的孩子生活在现代化 、 信息化 、 全

球化的社会里 ， 社会正在从凝固的社

会形态走向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

社会。 除了文学教育 ， 孩子们有多方

面的心理需求 ， 孩子需要去认识我们

身边所处的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徐冬梅建议 ， 家长应带儿童多游

历世界。 在古代教育中 ， 成年后的游

历是很重要的 。 古时的学士 ， 一生必

须 要 壮 游 天 下 ， 了 解 各 地 风 俗 民 情 ，
开阔自己的视野 。 司马迁青年时代曾

两次壮游天下 ， 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

和各地传说， 为编著 《史记 》 打下了

基础。 李时珍， 青壮年时期壮游天下，
搜集了诸多医药学典籍 ， 为创作 《本

草纲目》 积累了大量资料 。 在孩子未

成年之前，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该多带孩子出去游历 。 这是最好的

母语学习形式 ， 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孩子们不仅仅是欣赏了

风 格 迥 异 的 自 然 风 光 ， 扩 大 了 心 胸 ，
对 祖 国 的 山 河 壮 美 有 了 切 身 的 感 受 。
而且能让孩子们了解各地的风俗民情，
增加阅历， 丰富知识 ， 加强对各种不

同的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如果每一个屋檐下都亮着一盏灯，

一盏父母与孩子共同阅读的灯 ； 如果

每一间教室里都有一个 “点灯人”， 一

个引导儿童自我阅读 、 自我教育的教

师。 那么， 整个社会距离理想化的阅

读氛围， 已不远了。

■本报记者 沈湫莎

73 岁 的 黄 雅 岚 被 人 搀 扶 着 走 上

台 ， 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了 ， 主持

人想要煽情一下 ， 被她制止了 。 “我

很满足了。” 她说。
87 岁的程不时为中国大飞机付出

过数不清的心血 ， 然而多年辛苦被一

场意外 “收购 ” 打断 ， 他却依旧快快

乐乐， 宠辱不惊。 “人生不就是这样，
高低起伏嘛。” 他说。

他们都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

唱团的成员 。 这支合唱团的团长是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刘西拉， 当了 31 年老

师 ， 他的头发已经染满霜华 ， 有人让

他表演 《当我老了》， 他拒绝， 他和他

的团员一样 ， 尽管经历过苦难 ， 但内

心仍然欢乐。
“我 爱 你 中 国 ， 我 爱 你 中 国 ， 我

要 把 美 好 的 青 春 献 给 你 ， 我 的 母 亲 ，
我的祖国……”

不 久 前 ， 在 央 视 “出 彩 中 国 人 ”
节目中 ， 这支合唱团演唱的一曲 《我

爱你中国》， 感动了无数人。 伴随着一

句句悠扬的歌声 ， 人们听到的不仅是

一首歌， 更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日前，
记者专访了刘西拉团长和部分团员。

留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这 首 歌 如 何 登 上 央 视 舞 台 ？ 原

来 ， 去年正逢上海交通大学 120 周年

校庆 ， 刘西拉接到任务 ， 在校庆晚会

上表演一个节目 ， 晚会导演心中早有

安排 ， 让他朗诵威廉·巴特勒·叶芝的

《当你老了》， 刘西拉没有答应。
“这首诗太伤感了， 老师老了不是

这种心情。 我们这个年纪， 走在校园里

见到学生， 哪怕仅仅叫一声 ‘老师好’，
也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刘西拉说。

1985 年 ， 他 与 妻 子 陈 陈 留 美 归

来 。 回国前夕 ， 一位美国农业院士挽

留 他 ， 就 问 他 回 国 去 干 什 么 ， 他 说

“教书”， 美国院士随即表示， 教书好，
教师退休后是桃李满天下。

对 于 回 国 ， 刘 西 拉 从 没 迟 疑 过 。
“国家把我们派出去的， 怎么能不回来

呢？” 时至今日， 他在教师的讲台上已

经耕耘 31 年了， 走在校园里， 几乎每

一位学生都认识他， 会和他打招呼。
不 朗 诵 《当 你 老 了 》， 演 出 什 么

呢？ 晚会导演问刘西拉。
刘西拉说， 《啊， 中国的土地》。

面对导演疑惑的眼神 ， 他当即朗诵起

来 ， 那饱含深情的朗诵 ， 你就知道他

一定已经把这首诗朗诵了无数遍。
“你 属 于 我 ， 我 属 于 你 ， 朝 朝 暮

暮在一起 ， 走千里， 走万里， 还在你的

怀抱里。
做一颗种子， 泥土里埋， 开花结

果， 为了你；
做一棵杨柳,路边上长， 年年报道

那春消息；
啊， 中国的土地， 你属于我， 我属

于你。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生生死死

不分离。”
导演听后， 久久地沉默， 最后说

了一句： “还是你的好。”
今 年 3 月 ， 央 视 “出 彩 中 国 人 ”

栏目组来上海挑选节目 ， 交通大学把

刘西拉与陈陈介绍给了节目组 。 刘西

拉得知导演来意后说 ： “你要是有兴

趣， 我带你去看一群人。”
这 是 一 群 已 经 白 发 苍 苍 的 老 人

了 ， 但他们是多么快乐啊 ， 他们中有

的拉小提琴 ， 有的弹琵琶 ， 有的唱美

声 ， 有的唱民歌 。 每周六下午 ， 就是

他们集聚到一起弹琴练歌的时候 ， 一

开始排练场地 、 时间都不固定 ， 直到

2010 年， 经由一位清华校友的慷慨帮

助 ， 成立了两年的合唱团终于有了固

定的排练场所。

爱国是默默无言的一生写照

合唱团 60 多位团员个个有故事。
程不时是艺术团中最年长的成员 ， 擅

长拉提琴 ， 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架飞

机的总体设计 ， 也是中国第一代大飞

机 运-10 的 副 总 设 计 师 。 他 的 少 年 时

光是在逃难的跌跌撞撞中度过的 ， 他

亲眼看着日军的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
那时他就下定决心 ， 要设计出中国人

自己的飞机！
中国与美国麦道公司开始合作制

造大飞机 ， 当几年的默默努力就要取

得 成 果 时 ， 麦 道 被 波 音 公 司 并 购 了 ，
波音对中国封锁了技术 。 多年的心血

付之东流 ， 刘西拉没有听到过程不时

抱怨过哪怕一句 ， 他云淡风轻地从头

再来。
新飞机试验飞行时， 总设计师要

和驾驶员一起飞， 程不时设计的运-10
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 他没有害怕过。
“程 老 总 是 快 快 乐 乐 ， 宠 辱 不 惊 的 样

子。” 刘西拉说。
黄雅岚是合唱团领唱， 73 岁的她

是团里的小妹妹 。 有谁知道在舞台上

光芒四射 ， 纵情高歌的她已经是双目

几乎完全失明 ， 连眼前的话筒都看不

见 ， 需要有人递到她手中 。 她是清华

大学中长跑队的一员， 却爱上了唱歌，
经过一番努力练习 ， 终于成了合唱团

里当之无愧的主唱。

吃过那么多苦， 为何还那么快乐？
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 就得到了解读

这一代人内心的钥匙。
刘西拉的祖父是 山 东 的 农 民 ， 为

了拉扯 3 个孩子来到济南讨生活 ， 最

终 3 个孩子都成了大学教授 ， 而老人

家却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意外去世。
刘西拉很小就被 舅 舅 夹 在 胳 肢 窝

里逃难到重庆 ， 他的儿时记忆伴随着

日军轰炸以及防空洞里面一张张惨淡

的脸 。 “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完全没

有地位。” 他说。
1957 年 ， 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 ， 本科生毕业分配时 ， 他第一志

愿选了安达 ， 第二志愿选择西北 ， 具

体单位服从分配 。 安达也就是现在的

大庆， 那时大庆油田刚刚被探测出来，
这块一穷二白的地方 ， 却成了他们班

上几十号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
“也 有 人 选 择 北 京 、 上 海 这 样 的 大 城

市 ， 但 是 我 们 是 祖 国 培 养 出 来 的 人 ，
填个大城市去享福 ， 笔太重了 ， 写不

下去。” 刘西拉回忆说。
几年前 ， 合唱团 来 到 甘 肃 兰 州 慰

问演出 ， 遇到了仍然坚守在这里的老

同学 。 这位同学的专业是当初清华大

学录取分数最高的化学化工专业 ， 毕

业时他毅然选择了西北 。 回忆自己的

人生 ， 他说 ： “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

事 ， 守着祖国交付的东西 ， 让祖国需

要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 这一守， 就

从青葱矫健的小伙子守成了两鬓斑白

的退休老人。
1997 年， 刘西拉所在的 63 级毕业

生要开同学会 ， 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

叫孙勤梧的同学 。 他毕业时自愿分配

到新疆伊犁 ， 之后再没消息传来 。 经

多方打听 ， 孙勤梧当时还在新疆伊犁

某单位做总工程师 。 大家写信让他来

开同学会， 他回信说： “我重任在身，
从伊犁坐公交到乌鲁木齐 ， 再坐火车

到北京 ， 起码要两个星期 ， 我的工作

离不开我 。 如果乘飞机的话 ， 实不相

瞒，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同学们凑钱给孙勤梧买了飞机票，

他 赶 上 了 同 学 会 。 吃 饭 摆 了 好 几 桌 ，
正中间的主桌上 ， 坐着德高望重的院

士 、 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 为世博会做

出突出贡献的实干家……最中间的 位

置 ， 大家一致推选孙勤梧来坐 ， 因为

这 个 已 经 被 风 沙 雕 刻 了 脸 颊 的 老 人 ，
是他们认为最杰出的校友 。 身为浙江

人的他 ， 只有在母亲去世时才回过一

次老家。

大学生别忘了肩上的责任

在 大 学 里 ， 刘 西 拉 是 讲 台 上 的

“明星 ”， 虽然是建筑学的教授 ， 但他

在 讲 课 中 也 讲 究 “横 是 横 ， 竖 是 竖 ”
的美学 。 建筑与音乐相通 。 年少时 ，
他喜欢自由奔放 、 如同驰骋在草原上

一样的音乐 ， 现在他对莫扎特 、 巴赫

的曲子有了更深的理解 ， 因为这些音

乐家的曲子格式规整 ， 无一处不在规

则之内。 在严格的规则下的美是大美。
音乐 ， 是他与妻 子 陈 陈 结 缘 的 纽

带 ， 1962 年 他 的 毕 业 独 奏 音 乐 会 上 ，
陈陈是他的钢琴伴奏 。 到如今 ， 刘西

拉每天仍然坚持拉小提琴 ， 从贝多芬

的 《春天奏鸣曲 》 到莫扎特的 《小提

琴协奏曲》， 这正是他在毕业独奏音乐

会 上 拉 过 的 曲 子 ， 他 希 望 有 朝 一 日 ，
能在公开场合把这些带有青春记忆的

曲子再拉一遍。
作为教师 ， 他也 为 当 代 大 学 生 使

命感的缺失而忧心 ， 他认为 ， 中国的

教 育 要 重 拾 对 使 命 感 的 塑 造 和 培 养 ，
要让大学生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
为什么事奉献一生。

从未讲过思政课的他 ， 偶然讲 了

一次便一发不可收 。 他用前苏联小说

《古丽雅的道路》 中的一句话 “让生命

燃烧而不是冒烟 ” 为座右铭 ， 他对每

一位走进交大的大学生说， 选择交大，
就是选择了责任。

2015 年 ， 刘西拉被评为上海教育

年度人物 ， 奖状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显

眼位置， 与他女儿的相框比邻而放。
“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

出的人才？” 这是困扰了中国教育的钱

学森之问 ， 刘西拉说 ， 要回答这个问

题 ， 不如想想为何我们那个时代培养

了出类拔萃的一代人 。 他已经找到了

他的 答 案———他 的 祖 父 没 有 看 到 中 国

强大就走了 ， 下一代出生时中国已经

强大 ， 他们这一代参与中国从羸弱走

向富强的过程 ， 这样的一代人 ， 内心

怎能不自豪， 不快乐？

■ 周晴

夏日炎炎，正是读书好时光。 每年

此时，遇见一本好书，总会让我仿佛一

脚踏进上世纪80年代一条弄堂的那些

午后，看到小女孩在摇头电扇的微弱风

力下，捧读一本书的情景。 那些简单安

静的日子，内心却因为沉浸书中那个世

界，而充满幸福感。
童年养成的阅读习惯，很多年以后

还在滋养我，带给我感动和从容。 我想

说，阅读需要一些安静的姿态 ，沉浸其

中，体味文字的魅力。 特别对孩子，阅读

应该首先被故事吸引， 被情节打动，被

画面的美好和传递的价值感染……总

之，阅读应该是一件快乐的爱好 ，至于

其他什么功利或世俗的理由，不过是副

产品。 当阅读一本好书，成为一个孩子

未来生活中一件恒久可以想起的、有幸

福意味的瞬间， 那么去和书交朋友，读

更多的好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三毛流浪记》
这是我小时候喜欢看的漫画，至今

印象深刻。 经典就是经典，一直到今天，
“三毛”还是最深入人心的漫画形象。

1935年 ， 张乐平先生创作的三毛

形象开始在《大公报》连载。 这种四格

（或 多 格 ）漫 画 ，不 需 要 文 字 就 可 以 看

懂。 当时阅读的印象就是三毛很苦、很

穷，记得开篇就是“孤苦伶仃”，小动物

们都有家人， 三毛却是一个人孤独流

浪。 每翻一页，都会为三毛揪心 ，他去

做 学 徒 、打 苦 工 、流 落 街 头 、吃 了 上 顿

没下顿……不断体验三毛所经历的苦

难 ，内 心 充 满 同 情 ，滋 生 珍 惜 、关 怀 和

体贴。 更重要的是 ， 小的时候读 “三

毛 ”， 会 存 下 一 种 积 极 面 对 生 活 的 心

态。 不断受苦、又不断昂起头改变的姿

态， 让这个头顶三根毛的小男孩到今

天依然受到大家的爱戴。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全集》
《非常小子马鸣加》《奇妙学校》

这是儿子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故事。
还记得与儿子一起读过的“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 中的一些故事 ：“爸爸的诺

言”“玩具医院”“海盗帆船”“糖果牙医”
“大头小头足球场”等。 作家郑春华在这

些故事中开启了一种平等有趣的家庭

教育模式，特别强调了父亲在家庭中的

角色和积极参与的重要性。 这里头，对

孩子的尊重、对小动物的热爱 、对兴趣

和爱好的培养等话题和理念，对我在教

育孩子方面的启发很大。
之后， 郑春华的 “ 非常小子马鸣

加”系列，刻画了一个调皮男孩的成长

历程。 近几年她新创作的“ 奇妙学校”
系列和“小饼干”系列，则是将眼光放到

了对孩子全方位成长的视野上，前者写

了一群在国际学校宽松氛围下愉快学

习的孩子群像，后者表达的是对女孩的

亲情和爱，是一种浅语化写作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 ， 还有一套郑春华

创作的 “中国节日 ” 绘本 ， 以故事的

形 式 ， 来 告 诉 孩 子 中 国 的 传 统 节 日 ，
比如不是方的、 也不是圆的 “粽子 ”，
邮递员叔叔奇遇的 “农历春节”， 好吃

的 “青团” 等。

《小小旅行家》
一套从法国引进的亲子旅行人文

地理图画书，三年前在法国的 “巴黎沙

龙”图书展上，见过这套书的主编和插

画师，为他们的认真劲所折服 ，他们做

书的速度是一年一两本，从世界各地征

集合适的文图作者， 先去实地考察，再

出文本和画稿，难怪出版以来 ，很受中

国小读者的欢迎。 这套书选的城市都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纽约、巴黎、伦敦、悉

尼、罗马、马德里、东京……以一个孩子

的眼光带你去不同的城市，发现那里的

秘密，了解那里的人文气息，成为孩子

了解世界的一个小小的窗口。 所谓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
美食与风俗，景点和历史故事的娓娓道

来，让一个孩子在走近这个城市的时候

不再陌生。

《宝宝的量子物理学》
因为有扎克伯格的推荐 ，这套 “给

宝 宝 的 物 理 学 ”系 列 （六 本 ）最 近 特 别

火，乍一看，感觉特别高大上，其实这是

一套给学龄前孩子的科学启蒙书。
比如，其中一本 《宝宝的量子物理

学》，通过红色和蓝色的球，以及围绕在

球周围的能量，讲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微观世界里的奥秘，原子、质子、电子、
能量等，宝宝对这些的名词和概念的最

初认识，或许和告诉他苹果和西瓜的认

知是一样的吧，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

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思维的种子，也是

一种有益的启蒙尝试。

《鳄鱼爱上长颈鹿》
《搬过来，搬过去》《天生一对》

这三本系列童话绘本讲了一个爱

和勇气的故事， 一个相处和包容的故

事，对不同年龄的读者来说 ，具有不同

的启发，个人以为，不仅孩子应该读，成

人也可以阅读。
鳄鱼先生爱上了长颈鹿小姐，身高

悬殊，他该想什么办法引起长颈鹿的注

意呢？ 第一本中， 他想了各种办法， 最

后， 当他用绳子套住长颈鹿小姐的脖

子， 想把她的头拉下来时 ， 却被长颈

鹿一甩， 受伤进了医院 。 就在他失望

透顶时， 长颈鹿终于意外发现了鳄鱼

温 暖 甜 蜜 的 微 笑 ， 他 们 因 此 相 爱 了 。
到了第二本 ， 相爱的他们 ， 当然要住

在一起了， 可他们之间隔着2.43米的一

段距离， 无论住到鳄鱼家 ， 还是长颈

鹿家 ， 都困难重重……只有当他们平

躺在床上时， 才可以互相注视。
于是， 一个伟大的主意诞生了， 他

们要造一所适合他们两个的房子……彼

此相爱，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小读者读

的时候， 会为他们可不可以在一起而担

心，也为美好的结局而开怀大笑，童年被

这样的故事滋润过， 将来遇到类似的问

题，一定也会有面对的勇气。
读书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 这些故

事，阅读本身充满愉悦和满足感 ，这些

感受，会不断激励我们发现更多美好的

故事。 于是，那些对世界的认识、情感的

丰润、那些想象力、理解力、创造力和领

悟力， 因此沉淀进孩子们的内心深处，
成为他们面对未来重要的砝码。 这个暑

假，赶紧为他挑选一本合适的书 ，给他

一个温馨的阅读氛围，陪他们度过一段

亲子阅读时光，在他们心底埋下一些美

好和快乐，埋下对爱、善良等的思念，埋

下对故事的渴望。
（作者为《少年文艺》主编）

夏日炎炎，孩子们捧起一本好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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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清华“学霸”合唱团

他们唱《我爱你中国》
为何如此打动人心

青年刘西拉在宿舍的阳台上练琴。

愿每个屋檐下
亮着一盏亲子阅读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