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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中国青年报
的版面中增加了几个新面

孔， 今天和广大读者见面
的“成长”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中国青年报最年

轻的版面。 不是因为她的
创办时间最短， 而是因为
她的读者对象定位于青年

人 中 最 年 轻 的 一 个 群

体———中学生。
对读者的广泛调查显

示， 中学生是阅读中国青
年报人数最多的群体之

一。 不少中学生以及教师、
校长都希望， 在中国青年
报上应该有一方属于中学

生的天地， 有一个让中学
生相互交流以及和师长沟

通的平台。 所以，这是应读
者要求创办的版面。

同时， 这也是服务中
学生成长的版面。 在这里，
既有引领人生的社会偶像

也有自我激励的身边榜

样； 既有对前途的规划指
导也有对学业的答疑解

惑； 既有成长的烦恼也有
青春的张扬。

这还是一个有趣又有

用的版面。 我们希望这个
版上的内容轻松明快好玩

可读， 但同时还要传达一
个潜台词：帮你学得更好，
做得更好， 将来做一个出
类拔萃的人。

要办这样一个版面 ，
我们也很忐忑。 我们的采
编队伍，最年轻的也是“80
后”，把握“90后”中学生的
需求，贴近他们的生活，贴
近他们的心灵，不是易事。

正因如此， 我们恳切
地希望读者给我们提出批

评建议，给我们来信来稿。
让我们一起努力搭建

好这个成长的平台！

在澳大利亚家庭
体会人情冷暖
我以前以为，那里的家庭都

挺文明挺有钱的呢， 现在看来
无论哪个国家，贫困富有也好，
弱小强大也好， 家庭之间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

汇佳学校高一9班 宋若

2010年的暑假和去年一样， 做了
出国学习英语的“牺牲品”。其实也不
错，能在国外待两个月提高1个级别的
英语总比在家里打两个月的电子游戏

要充实很多。
赴澳项目就是让我们这些高中学

生跟那里的家庭生活在一起，还可以在
当地不错的学校当插班生。这回我经历
了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充满爱，一个是
冷漠和将就，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

第一个家庭是一对老夫妇。 他们
有一栋很大的房子外加一个小花园。
整栋房子里的装修有点欧式， 不过分
华丽，又很温馨舒适。我跟另一个同学
住同一个寄宿家庭。幸运的是，我们每
人都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第一天到他
们家的时候是周日， 男主人和女主人
正坐在花园里的椅子上一边晒太阳一

边看书。因为天气不错，所以中午饭在
花园里吃。

这家的女主人很会做饭。 她经常
做鸡肉咖喱和意大利肉酱面。 蔬菜也
顿顿吃，像水煮西兰花和胡萝卜，烤土
豆和烤南瓜，豌豆甜豆之类的，都很美
味。 有时女主人会自己烘烤蛋糕给我
们吃。

吃晚饭就是一次交流会， 全家围
着一张桌子聊天。 一般主人会问我们
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有时也会聊到我
们的家庭。 饭后我们会帮着把需要清
洗的碗筷放到洗碗机里， 不知算不算
小小的劳动。这个家里有两个宠物，一
只老猫和一只雪纳瑞犬。 雪纳瑞犬白
天会跑过来跟我们玩儿，但晚上，老猫
则会赖在我的房间。每天，我都在它的
呼噜声中甜蜜入睡。 第二个周末他们
还带着我们去坐船， 在佩斯周围的海
上转了一圈。

3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换
到了另一个寄宿家庭。 这是个单亲家
庭， 一个妈妈带着两个正在上小学的
儿子。 公寓很小， 客厅和餐厅是一体
的。 我和同学挤在一个跟卫生间差不
多的小房间里，一个人住都嫌小，两个
人更是挪不开地儿。 起初我们房间没
有床头柜， 后来女主人将一个小板凳
挤进两个床之间。 这才有个放东西的
地方。 可是被子总搭到板凳， 上面的
东西总叽里咕噜往下掉。 过去后的第
一顿晚饭是鸡腿和土豆泥， 还不错。
但是再往后就是白水煮面条配上散发

着恶臭的奶酪、罐头沙丁鱼，放了一堆
醋的生菜……甜点是打开盒子发现被
吃了一半化了又冻上的冰激凌。 就这
样，我们俩晚上吃的也越来越少。

平时回到家，只有主人家的两个小
孩在看电视或打电游， 我们就回房间
了，直到要吃饭的时候女主人才回到家
里做饭，有时做完饭就走了。一个单身
女人带两个小男孩， 顾家又顾工作，肯
定会情绪不稳定。我在自己房间的时候
总能听到木门后面传出吵架和骂人的

声音，自然情绪也变得很紧张。我们还
要每周给她打扫厕所、 收衣服、 洗碗。
啊，还有，每周都要交10澳元的网费！

虽然这次运气不太好， 但是感受
到了文化的差异，也体会了人情冷暖。
我以前一厢情愿地以为， 澳大利亚的
家庭都是和和睦睦都挺文明挺有钱的

呢，现在看来不管哪个国家，贫困富有
也好，弱小强大也好，家庭之间还是有
很大差别的。

青少年作品与名家书法同台亮相
本报讯 （记者原春琳） 近日， “第二

届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优秀获奖作

品暨书法家祝贺作品展 ” 开幕 。 从全国
938万参赛学生的作品中选出的134幅书法
作品， 与欧阳中石等书法大家的作品同台
亮相。

据介绍， 参赛作品的内容全部是书写
中华经典诗文 。 此举为广大学生提高书
艺、 学习经典， 增强语言文化素养， 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提供了平台， 对
于促进规范汉字书写教育起到了积极的示

范引导和带动作用。

Ｔｅｌ： ０１０－６４０９８２62

Ｅ－ｍａｉｌ押jiaoyu＠ｃｙｄ．ｎｅｔ．ｃｎ２０１1年1月10日 星期一 成长12 中青在线： WWW.CYOL.NET

本版编辑 ／堵 力

蒋方舟：聪明人不会被考试玩弄
考上清华，语文靠的是大量阅读，数学靠的是“蛮干”

蒋雪婕

“我的中学生活很凄惨。 ”蒋方舟说。
“天才儿童”、“美少女作家”，这些贴在蒋方
舟名字前的标签，让她的身份不同一般。蒋
方舟从7岁起写书，先后在20多家报刊开设
专栏，初中毕业时，她已出版7本书 ，高中
时，又出版了两本书。

从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毕业， 蒋方舟踩着冲刺拼来的高考分数和
自主招生加分， 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

要搞清出题人在想什么

与高调“被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蒋方舟捧着书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的场

景。老师正将她曾经的文章作为范例讲解，
她作为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

其实， 从中学起， 她就是一个戴着耳
机、默默穿梭在食堂和教室间的普通学生；
是夜晚为了考试挑灯奋战、白天在食堂吃3
元钱套餐的普通学生。唯一的区别，可能就
是，初中某一阵子，蒋方舟获得特赦———不

用写作业。
“我以为你会和韩寒一样，退学写作，

没想到考上了清华。”一位编辑在活动上对
蒋方舟说。 其实，蒋方舟在初中时，还真的
冒出过退学的念头。当时学校作业多，蒋方
舟又要写作，精力不足。她的妈妈跟老师沟
通退学的想法时，老师觉得十分不妥，说：
“她可以暂时不做语文和外语作业。但是要
保证课堂的听课效率。 ”

清晨哇哇念语文课文的事情， 从来不
曾发生在蒋方舟的生活里。 每学期语文课
本刚刚发下来， 蒋方舟会抢在老师讲课之
前，花一两天时间，把所有课文看一遍。 看
完了，她还找人讨论：哪个作家很好，哪个
作家很烂。

即使琳琅满目的参考书充斥着课后习

题的“标准”答案，老师也会阐释自己对课
文的理解， 但蒋方舟非常注重自己的赏析
和判断，不被所谓“标准”限制。如果发现某
个作家有价值， 即使课本上只是简单引用

了一句， 蒋方舟都会找来这个作家的其他
作品阅读。凭借大量的阅读、独特的鉴赏能
力和充分的领悟灵感， 在武汉市中学生语
文知识竞赛（不含作文）中，她还获得过一
等奖。

蒋方舟说：“考语文很简单， 你一定要
搞明白那个出题的人在想什么。”有时考完
试，和同学一起讨论时，她一边“骂试题”一
边推论：“出题这人，起码50岁以上，文革过
来人，喜欢看《读者》。 ”“出题的这个人，是
女的，小资情调。 ”“出题的这个人，恐怕只
看余秋雨。 ”

对于“如果鲁迅来参加高考，也不会及
格的”说法，蒋方舟不同意，她说：“聪明人
从来不会被考试玩弄。 ”

数学从50多分提到143分
蒋方舟说，因为数学作业最多、最占时

间，如果做数学作业，那向老师“争取”来的
时间，等于无，所以，初中时她“坚持”不做
数学作业。 后果便是，初中毕业时，数学成
了她的绝对弱项。高中分文理班时，蒋方舟

的数学只能考50多分， 她那时只希望自己
可以考进年级的1000名以内。

分班的时候，蒋方舟非常担心，怕没有
老师肯要她。 惶恐中， 她想到了汪义芳老
师 。 刚上高中的时候 ， 面对众多的选修
课———网球、航模、编程、雅思、电影……蒋
方舟不知道选什么好， 是汪义芳老师托人
告诉蒋方舟， 让她去听自己的文学鉴赏讲
座，而那时，她并没有见过汪老师，以为汪
义芳是女老师。一去才发现，传说中的汪老
师是个壮汉。蒋方舟这才知道，上选修课的
老师，课讲得那么好，简直像中央电视台的
百家讲坛。分班的时候，蒋方舟在汪老师班
级门口等了好久，等到汪老师出来，她就迎
上去说：“我是蒋方舟，我想到你班上。我除
了数学不好，其他科还可以。 ”汪老师查看
了她的成绩，确实不怎么好，但还是很大度
地接收了她，而且让蒋方舟做了班长。

因为老师的一句“爱不爱学习，就看爱
不爱做题”，蒋方舟由从来不做数学题变为
“狂做”数学题。对于数学，蒋方舟不相信除
了做题外还有更好的方法。 她说：“我学数

学，靠的是蛮干。 ”
文理分班后，数学难度降低，蒋方舟终

于在半年内， 将数学从原来的50多分提高
到了143分。 总分从进校的1000名以外，提
高到第8名。 高考时，她的数学考了131分。

挑灯冲刺的高三

9月份高三开课，每个教室都挂着高考
倒计时牌，有的班甚至夸张地挂上了“距高
考只有1天”。每天感受着临战氛围，一向喜
欢自己控制时间的蒋方舟感到非常不适。
十一假期，她给自己放了半个多月的假，回
家调整。 之后，她停止写长篇小说，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

每天晚上， 蒋方舟从6点多开始做题，
晚自习后接着做。宿舍规定11点熄灯，蒋方
舟于是就挑灯“夜战”，每天基本到凌晨两
三点才睡觉。

她听 “状元班” 的讲座， 看状元的学
习经验和心得。 她说： “无论我关注什么
领域， 都希望知道那个领域最好的样子是
什么， 哪些人是最好的， 他们是怎么办到
的 。” 在 “状元班 ” 讲座上 ， 老师说 ：
“据我观察， 状元有两个特点： 一是状元
都是独来独往的 ， 二是状元喜怒不形于
色。” 这成了她 “青春孤僻” 的启蒙。 校
园里 ， 常常可以看到她戴着耳机独来独
往， 以极快的速度吃饭。 而且她在一间宿
舍里一个人住了3年。

我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

在蒋方舟的高中， 老师很注重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学生自己做的作业，比老师
布置得还多。一开始，蒋方舟做完习题后喜
欢去翻书后的答案， 后来发现这样效率极
低，就克制了。她说：“我向来不相信跟人讨
论作业题能讨论出个什么。 学习本质上都
是自学。 ”

她每个月都去书店购买教辅书， 连辅
导书的前言都会读一读。 她了解市面上最
常见的几十种教辅书的编写特点和优缺

点，于是安排自己学到哪个阶段，就做哪套
教辅书。 有的书市面缺货，她还会上网买。

蒋方舟平时做历史题，总是很慢。做选
择题，她除了从四个选项中挑出正确的，还
会注意看其他三个错误的。“因为错误的选

项，也是重要的知识，只不过故意把年代啊
人名啊写错。这样做一题，等于做四题。”问
答题答完后，她会在旁边另外写一些话，用
来分析出题人的用意。

揣摩出题人的用意， 是蒋方舟应付考
试的一大秘诀 。 引用和解释日本校园剧
《龙樱》 中的台词———“考试就是对话 ”，
她说： “应该是三方的对话： 跟出题的人
对话， 跟写文章的人对话， 跟改卷的人对
话。”

“我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骗自
己或者骗老师的学习方法———比如抄作

业、赶作业、抄写课文、大声背书等等，只要
自己意识到是低效率的， 我就绝对不会
做。 ”蒋方舟说。

蒋方舟说， 高考是另一种竞技体育，
只承认成绩， 既然参与了这个竞技， 就要
认可它的规则。 “我是特殊的学生， 给自
己争取了不少时间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比较清醒， 在课业上保持不紧
不慢的速度， 不求最好， 只要还在第一梯
队 ， 就有冲刺成功的机会 。” 蒋方舟说 ：
“整个中学阶段， 我想， 我没有浪费我的
智力和时间。”

“我们在强调尊重孩子的过程中，又走进了一个重表扬、轻批评的误区”

孙云晓：爱孩子要敢于说不
本报记者 樊未晨

著名青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有一次

到江苏金坛讲课， 近万人听完课后缓慢地
退场。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一位妈妈开口
咨询让他惊讶万分： 这位妈妈已经离家出
走半个多月了。 原因却是自己不仅管不了
孩子，还被孩子打。

“以前家长最着急的是孩子离家出走
了，现在是家长被孩子逼得离家出走了。家
长畏惧孩子，这样的家长是失败的家长，这
样的教育是彻底失败的教育。 ”孙云晓说。

掌握更多的知识，拥有更丰富的信息，
70后、80后们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家长
都更加重视家庭教育。 他们在回溯了自己
的成长经历后， 对传统的教育进行了彻底
的批判， 一些西方的教育理论被很多家长
视为教子 “圣经”。“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决定一个孩子的成败在于非智力因素的
培养”、 “自信的孩子才能成功” ……

“我们在强调尊重孩子的过程中，又走
进了一个重表扬、轻批评的误区”，孙云晓
说：“我从来都不反对父母表扬孩子， 教育
其实就应该是一个找出孩子优点的过程，
但是，表扬并不是唯一和全部，与表扬相对
的批评，与奖励相对的惩戒，对于每个人，
尤其是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

义。 ”
在他看来， 只有表扬没有批评不仅起

不到教育效果，反而会使孩子经不起挫折，
不敢承担责任。 经不起批评的孩子是脆弱
的，“爱孩子就要敢于对孩子说‘不’。 ”

家长失去权威孩子就失去榜样

好家长=90%温柔+10%的冷峻
“从小对孩子说‘不行’或‘可以’的意

义在于，让他在认识人生与世界之初，就明
确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让孩子拥有明辨是非的能
力。 ”孙云晓说。

让孩子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并不只
是在孩子面前说出多少个 “不”， 而是正
确的事情一定要坚持， 错误的事情要坚决
反对 。 “这样才能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权
威。” 孙云晓说， “权威不是专制， 而是
一种人格的力量。 有权威的父母能在孩子
迷茫时， ‘断喝一声’ 给孩子指出正确的
方向。”

田洪媛是一位北京的家长， 儿子小泽
跟她讲起了学校里刚刚发生的一件事。

小泽有个同学很霸道， 一次这个孩子
打了另一位同学，被老师批评了。为了取得
更好的教育效果， 老师把孩子的家长请到
学校。

没想到，这位妈妈见到孩子正在挨批，

不问青红皂白就跟老师大吵大闹， 最后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老师说：“谁也不能欺
负我儿子，谁欺负他我就让谁好看! ”

小泽问妈妈：“同学妈妈的样子太吓人
了，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快吓哭了。他妈妈
都那样了， 明天他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们
呀？ ”

“本来还在想应该怎样才能消除这位
妈妈给小泽带来的负面影响， 没想到孩子
们已经拥有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 。”
田洪媛说。 其实， 这个孩子在学校的霸道
很大程度上是他妈妈错误的教育方式的结

果。
“当家长失去了权威孩子就失去了榜

样。 ”孙云晓说。
一位成功的父亲曾这样问女儿：“你认

为什么是好爸爸 。” 女儿回答 ：“90%的温
柔+10%的冷峻”。

“这就应该是一个好家长的公式”，孙
云晓说，“90%的温柔” 就是家长要时时发
现孩子的优点 ， 并适时地鼓励和表扬 ，
“10%的冷峻 ” 就是家长的威严 ， 在该说

“不”的时候坚决地板起面孔。

要让孩子对过失负责

唤醒孩子心中沉睡的巨人

教会孩子分辨是与非只是第一步，还
要让他们知道该“是”不“是”的时候是要承
担后果的，也要让孩子接受一定的惩罚，承
认自己的过失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人们总是经历病痛之后才能痊愈。 但
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转移到对孩子的教育

上，家长们就容易犯糊涂。通常是在孩子犯
了错误之后“草草批评一下了事”。“现在家
长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剥夺了孩子自己

承担责任、承担后果的机会。”孙云晓说，孩
子们犯错误也像是生病， 只有品尝过了错
误所带来的后果，才能知道错误所在。

孙云晓讲了自己女儿五年级时的故

事。
那年夏天，女儿每天晚饭后，就带着邻

居家一个三年级的小弟弟去附近的停车场

玩。停车场的保安怕他们把汽车划坏，总是
轰他们。 女儿便带着小弟弟溜进停车场去

捉弄保安， 他们故意躲在汽车后面拿石头
敲地，敲得保安心惊肉跳。 被保安发现后，
女儿就会带着小弟弟跑向停车场的围栏，
身材瘦小的他们能从两根围栏中间钻出去

而顺利逃脱。
被两个小孩捉弄了几次的保安也想出

了办法。第二天，保安事先把他们逃跑那侧
围栏的门锁打开并虚掩， 结果这次保安追
上了他们，女儿逃脱了，小弟弟被留下了。

女儿回到家里，又紧张又害怕。听女儿
叙述完事情的经过， 孙云晓很严厉地批评
她：“你是姐姐，事情是你带头做的，你必须

出去承担责任，把小弟弟换回来。 ”
“女儿最初说什么也不肯去， 她很害

怕，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个责任。”孙云晓说。
后来他不断鼓励女儿： 好孩子不仅要勇敢
地做正确的事，做错了事也要勇敢地面对。

最终女儿迈出了这一步， 虽然保安并
没有对小弟弟怎么样， 但是这个故事却在
孩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孩子犯错时是最好的教育契机。 ”孙
云晓说，“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唤醒孩子心目
中沉睡的巨人，让孩子在承受后果时，感受
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心理惩罚， 从而引起孩
子的自我悔恨，自觉弥补过失，纠正错误。”

有自由才会有成长

应与孩子保持一段美丽的距离

有人曾说， 爱孩子的最高境界是把孩
子从自己身边推开。

“因为有自由才会有成长。 ”孙云晓说。
他介绍，德国有一个传统，过了18岁生日的
孩子独自出门远行，争取用最少的钱走最多
的地方，并尽可能在外面待更长时间，以便
认识世界、体验人生，学会独立生存的本领。

他们这样概括本趟旅行： 出门时是个
孩子，回来就是成人了。

“中国的父母不忍心或者干脆不敢这
样做，甚至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 ”孙云晓
说。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陈会昌教授从

1995年起开始了一项跟踪调查， 到现在已
经15年了，“这项研究发现， 每个孩子身上
有两颗种子”，陈会昌说，“一颗种子是主动
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人在做这些事情时
感到舒适、自由，是快乐的；另外一颗种子
是自制力。 就是要求自己做那些别人要你
做的事情，比如听话、守纪律。 人在做这些
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不快乐的。 ”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两颗种子都
发达的人。 ”陈会昌说。

“家长没有节制的爱， 是一味地顺从、
讨好孩子，只让孩子去做那些让他‘快乐’
的事，没有教会孩子做那些‘不快乐但是也
要接受’的事，这样的爱是一种软暴力，是
会害了孩子的。”孙云晓说，“只有学会了等
待、学会了节制，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 ”

因此， 父母要理性分析孩子需求，“合
理的可以满足，可有可无的要限制，不合理
的要坚决拒绝。 ”

父母要跟孩子保持一段 “美丽的”距
离。

“如果把孩子比作驾驭小船试航人生
之海的小船长，那么，父母与教师便是导航
的罗盘和灯塔， 必须时时提醒缺乏经验的
小船长，哪里有险恶的暗礁，哪里是畅通的
航道。如果只是赞赏小船长的勇气和智慧，
而不发出前方险情的警告， 恐怕与谋杀者
无异，尽管他可能爱心无限。”孙云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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