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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小学生的梦想：

语言无障碍周游世界
本报记者 李新玲

“我发现这里头我是最小的发言嘉
宾。”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四小五年级小学
生闫绍龙的这句话让台下两三百人哈哈大

笑。
LIFE教育创新首届峰会近日在北京召

开， 这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会同25家机构
共同举行的国际教育创新论坛。 与论坛的
其他嘉宾———来自世界各地教育研究者和

国内各类教育创新实践者相比， “00后论
坛” 有些特殊： 嘉宾都是中小学生。

“校园生活非常紧张， 我在班里担任
不同职务的班干部， 当英语课代表要收作
业、 发作业， 有时还要判作业， 老师不在
时， 还要充当临时班主任， 尤其是那些捣
蛋鬼， 真让人头疼。” 闫绍龙说， 自己每
天完成作业以后， 能保证一小时的阅读时
间， “不过 ， 期末复习阶段不那么容易
了， 反复地做练习题， 剥夺了宝贵的读书
时间。”

每逢周末闫绍龙也会去参加自己喜欢

的课外班———世界通史、 胡同探秘， 还有
希腊神话。

“相比公立小学， 课外班的老师都比
较年轻， 上课方式比较新颖， 他们有时候
会手舞足蹈， 一下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力。 上课遇到问题时， 我们可以随意分组
讨论， 可以互相争得面红耳赤。” 闫绍龙
记得， 有一次老师提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时， 给学生发了地图， 划分了每个国家的

版块， 还给出每个国家的一些数据， 例如
面积、 兵力、 人口等等， 让学生设计怎么
才能打个胜仗， 当然目的是统一六国。

“每个人要简单阐述自己的攻打理
由， 为什么先跟邻国做朋友， 为什么先打
魏国。 回答完这个问题后老师又提出一个
问题， 如果统一了六国， 最先做的三件事
是什么？” 闫绍龙对这节课的印象深极了，
“同学们的答案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虽
然跟历史大相径庭， 但也存在着可能。 更
重要的是， 我们从传统的吸收知识变为了
使用知识。”

“要是能在公立小学上这些有意思的
课就更好了。 最好多上一些阅读课， 大家
分享讨论阅读感受。” 闫绍龙还有很多类
似的愿望。

闫绍龙之所以有这么多想法， 与家庭
的影响密不可分。 每逢寒暑假， 闫绍龙的
父母都会带他去博物馆 ， 其中既有国内
的， 比如西安、 洛阳， 也有国外的， 比如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柬埔寨等地。

“我有很多好哥们儿， 都住在一个小
区里。 不能在外面玩时， 我们就会聚到一
个人的家里进行各种研究 。” 闫绍龙说 ：
“正是因为我的朋友多， 爱好多， 我的生
活才丰富多彩、 充满乐趣。”

闫绍龙英语学得很好， 获得过东城区
科技英语大赛一等奖， 今年开始学西班牙
语。 “听妈妈说， 自从我出生后， 家里就
会连续不断的有声音， 有时是爸爸妈妈的
读书声， 有时是磁带里传出来的古诗声。”

为此， 从他出生到小学一年级， 家里一共
听坏了3台卡带式录音机。 闫绍龙认为自
己语言方面的小聪明与父母对自己的培养

有关， 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刻苦。
“我非常羡慕那些会多门语言的人，

我也想向那个方向发展， 争取到世界各地
沟通都无障碍 ， 这可能就是我的理想 。”
闫绍龙说。

像闫绍龙一样， 对自己的家庭满意，
并且感谢自己的父母提供的条件， 在北京
市小学生中属于普遍现象。 调查显示， 绝
大多数少年儿童 （96.8%） 对自己的家庭
持满意态度， 学生最信任的信息源依次为
父母、 老师、 政府部门等； 在对 “影响自
己人生价值的人” 的选择中， 排在最前边
的是父母， 其次为老师。

在对5～6年级学生中进行关于 “你的
梦想是什么” 的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的梦
想选择各异， 考大学的30.71%， 想出国学
习的26.5%， 想当科学家的15.57%， 还有
9.51%想赚大钱。 在 “你认为成功的最大
标志是” 的回答中， 70.7%的学生选择了
“家庭幸福 ” ， 只有 16.2%的学生选择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些数据显示出小学生的梦想并非
都是 ‘仰望星空’ 的 ‘童话故事’， 也开
始了脚踏实地对未来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思

考谋划。” 北京少先队总辅导员杨海松注
意到， 由于家庭经济情况、 父母受教育程
度不同， 小学生在价值、 理想、 成功标准
方面的选项存在一定差异。

网络开始影响小学生价值观
90%小学高年级学生用微信

本报记者 李新玲

“EXO星际学院”、 “英雄战歌会”、
“三个偷弹贼”、 “蔷薇妙女群”、 “三个
火车狗” ……这些都是小学生的微信群的
名称 ， 最有意思的是 ， 还有 “被老师骂
了” 和 “问作业” 群。

这是北京一名六年级女孩做的名为

“小学生微信使用情况的调查 ” 一部分
结果 。 90%的小学高年级学生都使用微
信， 平均每个同学有10到50个微信好友，
最多有60多个好友 。 小学高年级学生平
均每个人有10到20个微信群 ， 64%的被
调查者认为给小学生看的微信公众号不

多。

共青团北京市委的调查发现， 网络已
经开始改变小学生的学习娱乐和交往方

式。 数据显示 ， 小学生从不上网的只有
17.6%， 有55.2%的学生运用网络查资料，
完成学习任务， 有25.7%的小学生主要在
网上打游戏。 随着年级的升高， 偶尔上网
和从不上网的人数越来越少， 而上网的时
间也越来越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 “影响自己人生价
值的人” 这一问题中， 12.8%选择了网络，
这一结果仅次于父母和教师的影响。

课题组分析 ： “这一批小学生出生
时 ， 互联网快速普及并逐渐走进千家万
户，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更是让网络真正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
与此同时，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发展变

化 ， 社区成为小学生日常交往的重要场
所 。 调查数据表明 ， 超过半数 （63.4%）
的小学生经常和社区的孩子一起玩， 明显
高于成年人在特大型城市中社区交往的比

例。
课题组建议： “小学生的学习交流方

式有着鲜明的互联网和社区交往的城市特

征， 因此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开辟网络思想
教育的新阵地， 发挥社区青年汇作用、 开
展好社区青少年活动已成为当前少先队工

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 通过吸
引孩子， 进而带动年轻家长， 也是共青团
开展工作的重要手段。”

北京青年大型调查报告———

00后:集体意识强 志向多元化

本报记者 李新玲

“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当医生， 可是我
不想 ， 那是他们的愿望 。 我长大想当明
星。”

“怎么老师会对其他老师笑， 对我们
就不笑呢？ 人要多笑才漂亮。”

这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纪录片里小学生

面对镜头的吐槽。
那么， 北京这座特大城市中的小学生

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喜欢什么？ 平时在想
些什么？ 做些什么？

根据北京市公布的统计数据 ， 截至
2014年初， 北京全市共有1093所小学， 小
学生78.93万人， 其中男生42.52万人 ， 女
生36.41万人。 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
组的 “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 专门对全
市的小学生进行了科学的抽样调查， 调查
结果呈现出 “00后” 的诸多鲜明特征。

家庭经济环境宽松，课外
学习负担重

这项调查中的两个基本项让课题组成

员有些意外： 一是家庭住房面积， 二是家
长每天开车接送的比例。 数据显示， 大部
分北京小学生的家庭居住条件比较好， 住
房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的占到88%； 有自
己独立卧室的学生也达到55%； 超过半数
的孩子父母每周都会给不等的零花钱 ；
61%的小学生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
为好或很好， 40%的小学生每天上下学由
家长开车接送。

90.5%的小学生可以自己整理书包
（日常用品）， 9成的小学生看到家中的地
脏了会主动打扫。 但调查也发现， 经常干
家务的小学生只占58.5%， 经常自己洗袜
子的学生不及半数， 很多能够自理的事务
还由家长代劳。

此外， 调查还显示， 虽然95%的小学
生能正确答出火警电话号码， 但是对于家
用电器使用中突然着火的处置 ， 仅有
49.5%的儿童做出了 “断电” 的正确选择。

“这些数据说明家庭教育上的误区，
家长往往更多关注孩子的课业学习、 文体
艺术特长等方面的培养， 但忽略了日常生

活中通过家务劳动等实践环节对孩子的培

养， 导致孩子欠缺一些基本的应急处置能
力。” 北京少先队总辅导员杨海松认为 ，
这些数据应该引起家长和学校的重视。

北京市近几年采取各种措施对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进行均衡化调整， 严格实施就
近入学， 减轻学生升学课业负担， 此次调
查从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所用时间可以看出

教改成效： 三、 四年级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可以在半小时内完成作业， 半数学生能够
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作业。

不过， 作业减少没有让小学生睡眠时
间明显延长。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有19%
的小学生在晚上10点后才休息。 选择压力
“较大” 和 “非常大” 的学生共占17.2%。

为什么会出现作业少但压力大的情

况 ？ 课题组认为， 主要原因是各种课外
班， 28.6%的学生每周有3次以上的课外辅
导活动， 只有27%的学生没有上辅导班。

需要注意的是， 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也并非单纯出于家长意志， 有56.1%的学
生愿意参加课外辅导班， 他们给出的理由
是可以提高成绩。

科学兴趣随年级升高下降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 水沸腾的摄
氏温度” 及 “人体的平均温度” 这两个题
目旨在调查小学生对基本科学常识的掌握

程度， 被调查的小学生两题全部答对者占
86.7%。

调查也发现， 虽然具备了基本科学知
识， 但小学生尚未形成探索和追求科学的
自主意识， 比如被问及 “你会怀疑书本、
老师或同学对科学知识的解答吗？” 选择
“经常” 的仅占10.9%， 而选择 “从不” 的
占35.2%。 课题组分析认为， 这可能与我
国教育中长期形成的 “听话的学生是好学
生” 的评价标准有关。

调查发现， 虽然很多学生选择了 “喜
欢科研活动”， 但是在对 “参与科技兴趣
小组”、 “参与科技小发明小设计小创造”
的调查项中， 选择 “经常参与” 的学生并
不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年级
的升高， 选择 “喜欢科学研究” 的人数比
例逐渐下降， 3年级为90.0%， 6年级下降
到78.5%。

对于这种现象， 很多小学老师都有感
受 。 杨海松认为这与小学生阶段特点有
关， “可能是随年级增长， 课内外学习压
力也相对大了。 另外， 与老师的教学方式
有关系。”

做过多年教师的杨海松非常了解小学

生的喜好：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很愿意看老
师演示和讲解， 然后再动手； 而中高年级
学生就不太喜欢这种单向传授的课堂教学

方式， 他们有自己的明确想法， 希望去主
动尝试。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经听北京一名五年

级的小学生反映 ， 最不喜欢的课是信息
课。 这让人非常奇怪， 因为信息课学生可
以接触计算机， 会学习使用一些软件， 还
能制作小动画。

“上这样的课，就应该让我们自己来操
作，然后大家交流就行了，可是老师在教画
图的时候，还要一步步让我们做，这样太没
意思了。”这个女孩觉得计算机就是让大家
使用的，而不是老师的一个教具。

“这一代的孩子出生成长在网络时
代， 网络对他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工
具， 可我们的部分老师观念和教学手段没
有跟上。” 杨海松建议学校老师应主动适
应网络时代的变化。

小学生很爱国，价值观积极向上
对于 “在公交车上见到老弱病残孕乘

客怎么做” 这一问题， 近96.6%的学生都
选择了主动让座 。 而对于 “如果你是孔
融， 你会” 这个问题的答案， 93.8%的学
生选择了 “让”。 还有92.4%认同 “人生的
价值在于奉献”， 93.1%认同 “奋斗成就人
生”， 94.3%赞同勤劳致富。

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具有热爱祖国的

强烈情感， 96%的小学生对党、 国家的发
展充满信心， 95.4%的学生对 “作为中国
人非常自豪” 表示认同。 在升国旗唱国歌
时感觉非常自豪的比例为83.7%。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个人有更多的自由
和能力进行不同的人生选择， 课题组从数
据中发现， 北京00后在小学生阶段就显现
出更加关注自我和多元化追求的趋势。 有
26.5%的学生表达了出国学习、 开阔眼界
的想法。

课题组认为， 这些选择至少反映了两
种倾向： 一是北京的小学生身处国际化大
都市， 对国外相对比较了解， 具有国际化
视野， 认为人员国内外流动是常态； 二是
爱国情感和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值得关

注， 要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提
升成熟理性的国际化素质。

自我意识强但服从集体利益

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无论对自己的班

集体还是学校集体， 或者少先队组织均有
强烈的认同感、 归属感， 维护集体荣誉，
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对于 “有人说你们学校不好， 你会”
这一问题， 选择 “据理力争进行反驳” 的
将近90%， 89%的学生选择 “个人服从集
体利益”。 在 “加入少先队觉得光荣吗 ”
的回答中 ， 91%的少先队员选择了 “光
荣”。

但在集体荣誉之外， 这些00后的小学
生也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 在针对 “和
多数人意见不一致时做法” 的回答中， 选
择 “少数服从多数” 的仅占27.7%， 大多
数学生 （66.2% ） 选择了 “坚持自己意
见”。

一位小学老师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

事， 四年级的几个学生找到老师， 要求对
中队长进行改选。 理由是这个中队长脾气
比较急， 在和这几个同学意见不一致时，
对别人不够尊重。 辅导员老师不同意， 因
为按惯例是一个学期改选一次。 这几个小
学生就找到了校长反映情况。 而最后的结
果是， 经过重新投票， 原来的中队长还是
获得了比较高的选票。

“这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 即在每个
学生都强调自我的同时 ， 如何引导他们
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 学会说服别人或接
受他人的合理建议 。” 杨海松认为 ， 这
种教育应该渗透到学校和家庭教育之

中。
调查还发现， 在 “对选班长的态度”

这一问题设置的选项中， 81.3%学生选择
“推举出最佳人选”， 而选择 “投自己” 和
“推举与自己关系好的 ” 两项累计仅为
9.9%。 从 “给你提意见的机会 ， 你会提
吗” 的回答中， 64%的学生选择 “会”。

“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小学生还是有
较强的自主性、 参与性的。” 杨海松建议，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这种积极性， 给学
生建言献策的机会， 让学生学会在集体活
动中的自我管理。

另外， 杨海松认为， 现在学校的一些
活动， 比如运动会、 合唱节、 班级值周、
各种评比， 都强化了学生的集体意识， 同
时， 学生的视野开阔， 家庭氛围宽松， 又
让小学生们自我意识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