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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课后””的的
小美好小美好

校园里有属于孩子们自己打造的小花园（夏春燕 摄）

我感慨：“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这就是校园应该有的样子。”“一直是这个样子啊。”老师笑着回应我，带着她的小鸟们，融入了校园的热闹……

校园该有的样子
■胡丽平

上午 8点，阳光已默默地带走叶

上的微霜，上学的孩童和父母灿烂地挥
手，一蹦一跳地走进校园。不时有同学
过来招呼着，几个人相互逗趣着、嬉笑
着，走向各自的座位。这就是校园的晨
该有的样子，不再是睡眼惺忪，不再是晨
色朦胧。

上午的校园是安静的，蚂蚱在草地
上试高，从这棵草跃上那一根，用它那最
强最有力的后腿蓄积着力量。透过微开
的教室窗户，看到的是一张张专注的小
脸，举手、发言、朗读、讨论，争分夺秒，落
落大方。我少的，你补充；你错的，我帮
助。老师走到了幕后，孩子来到了台
前。学习就这样在宽松的紧张里真实地
发生着。

课上认真学，课下轻松玩，随着美妙
的音乐铃声，教室里飞出一个个雀跃的

身影，“石头剪子布”“马兰开花二十一”，
传统游戏回响在教室的长廊。

最热闹的，是下午的拓展性课程。
走进音乐楼，和童声合唱团换衣服的孩
子撞了个满怀，一声“对不起，老师”，粉
嘟嘟的脸庞满是羞涩和歉意，得到谅解
后的脚步着急而又欢快地向着正式彩排
地点奔去。鼓号队的队伍拿着大鼓小
鼓，拿着长号小号，拿着三角铁指挥棒，
逆着合唱队向下走去操场。是啊，这样
的排场，音乐楼自然是呆不下了。倒是
拉丁舞的同学，对着舞蹈室落地的大镜
子，和着强劲的斗牛曲，尽情释放着所有
的豪放和浪漫。那一个个身影里，有男
孩子的俏皮活力，有女孩子的灵动曼妙，
跟着又高又帅的男老师一起前进、后退、
旋转……

操场上，篮球队、足球队、棒球队、田
径队，在各自的场地里训练。六年级篮

球队的男孩子，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比那
瘦小的女老师还高出半个头，那篮球像
是长在男孩手心里似的，跟随着他在对
手的拦截里左冲右突，又在一个漂亮的
弧线后，落入篮筐，潇洒、流畅，真是漂
亮。刚吸收的二年级的女足小娃们追着
绿茵场上的足球跑，刚想弯下身去抱球，
教练一脚踢走了球，那一群小姑娘又追
着跑……那场景，好玩又好笑。棒球队
的孩子总是最好看最潇洒的，一个个好
像是选美选出来似的，统一的蓝色球衣
白色短裤，配上一顶蓝白相间的棒球帽，
往操场中间一站，就吸引了操场外面栏
杆缝隙里探出的爷爷奶奶们的脑袋。戴
上击球头盔，拉下面罩，击球手套粗糙的
纹理摩挲着击球棒的一端，等到潇洒地
一挥出手后，大家看挥棒子的人撒开脚
丫子满圈跑。不懂球的观众一阵晕乎后
也搞不清什么是垒位，直到最后才知道
挥棒子的人和其他所有戴手套的人，包
括蹲在挥棒子的后面的和投球的那个

人，都不是一伙的，戴手套的人的目标是
相互配合干掉挥棒子的。最后到底谁干
掉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每个孩子都好帅，
在操场上闪闪发光。

看花了眼，就从操场退出，到美术室
前面的绿地里看孩子们种天竺葵。经过
秋天的风轻云淡，天竺葵正是大量分枝
的时候，剪下一枝来，插入育苗杯，满怀
期待地等待着扦插后的结果，对比实验
让孩子们俨然成为了科学家。等到这个
月初，天竺葵的小苗义卖又将开始，现在
正是大量育苗的时候。

“喏，送给你。”一个可爱的小娃把刚
扦插好的天竺葵递给我，美丽的花仙子
老师笑着告诉我，这是糖果双红，天竺葵
中花朵艳丽、花期特长的稀有品种之
一。我感慨：“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自己
热爱的东西，这就是校园应该有的样
子。”“一直是这个样子啊。”老师笑着回
应我，带着她的小鸟们，融入了校园的热
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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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路遇了数批小学生，

他们神色疲惫，行色匆匆，有祖父母提袋挽手的，有
父母挎包相牵的，稍大一点的自行拖着拉杆书包滚
滚向前……我知道，眼前所见，是当代无数中小学
生课余生活的一个场景，他们休息日不能休息，走
出校门，跨进的是名目繁多的教培班。

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前我的中小学课余生
活。也许有人会笑：五十年前有“课余生活”吗？我
说：不但有，而且很丰富，只是跟“课内学习”不大搭
边。

那时候，就算是一个长长的暑假，也没有几页
书面作业，手脚快的三五天便可完成。余下的基本
就是自主的“社会实践”——钓鱼、捉知了、游泳、滚
铁环、捉迷藏，在大人们的训斥笑骂中跑得欢欢的，
晒得黑黑的，填满整个夏天的就是一个“玩”字。

那时大多物资匮乏，一众小孩，全都是自己动
手。记得我拿来一段8号粗铅丝，先徒手弯成弹弓
雏形，再将两端放入门搭钮孔中各卷成小巧的耳
朵；下端手握处须是竖形的稍扁的椭圆，中线绝对
居中；将牛皮筋对折穿成倍粗的麻花条，中间用一
截皮条相连，两头正好套入弹弓耳朵——比北方树
干枝丫做的显然更灵巧更具手工感。弹丸是泥搓
的，但制作工艺也很讲究。我一般将挖来的生泥反
复捣揉，搓成小泥丸，再放入柴火灶烧制，这样的成
品硬如钢珠。有的神射手，半天工夫即可带回十余
只当时的“四害”之一——麻雀。

钓竿制作也是如此。长长的细竹，打磨滑溜
后，再将竹竿放在煤球炉子上烤，撸直竹节，并将竿
梢弯烤成半弧形，每个竹节处都会留下黑色的熏烤
痕迹；最后装上尼龙丝线与鱼钩就算成了。各种制
作过程充满乐趣，也充满成功感。

游泳是所有男孩最爱的盛夏乐事。一条巷子
里的同龄少年很多，每到下午三点左右，河中便喧
闹起来。我家傍水而居，屋中的我便一阵阵心痒难
熬，好不容易等到规定的太阳渐西时刻，如出笼小
兽直扑河中，加入水军战团。孩子们自己扑腾出各
种姿势，少不了呛水，却兴意盎然。想来我现在的
泳技都是顽童时打下的功底。

那时的课余生活也不仅是玩耍。记得初中班
主任是位体育老师，却格外重视文化课学习。开学
初，他要求全班同学以相近住址为单元组成各学习
小组，轮流集中某家，完成作业，温习功课。我们会
很自觉地在晚饭后集中到某位同学家中，一起做作
业，一起交流讨论；组长会将每天的记录向班主任
老师汇报。家长很支持，初中读了两年，也坚持了
两年，许多细节至今难忘。很怀念当时这种没有竞
争、友好互助的小组学习形式。

五十年前的课余生活，我身处小镇，没有少年
宫，没有各种教培机构，甚至没有兴趣班特长班的
概念，家长们都为生计奔忙，无暇顾及我们的成
长。我们不懂时尚，缺少高雅，少见世面，远不如当
时城里孩子与现在孩子懂得多，但我们在钓鱼捕蝉
中学会了观察与等待，在戏水追逐中获得了体能与
技能，在和同伴无邪的相处中懂得了友谊与礼节。

我也想起二十年前我女儿的课余生活。那时
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渐趋重视。一些学校也开始
有了歌舞书画等艺术类的课外兴趣教育。记得女
儿二年级时给她报了舞蹈班，不求专业，重在体验；
四年级结束，在少年宫报了古筝班，也是不求专业，
重在学习。她也学有所爱，一期下来便弹奏得像模
像样，平日里心情好与不好之时都会独自弹上一
阵，感觉音乐的情境与个人的情感已然相融——兴
趣培育，顺其自然，至此也已达到目的。曾经问她
是否参加考级，她说不考，我们便也尊重其意。也
曾学过二胡，没有像古筝那般娴熟；也曾跟人学过
画画，获过小奖，保留了一点业余兴趣，逢年过节寄
出的贺卡多半是自画的作品。也打过球，溜过冰，
做过糕，炒过菜——我的“家长理念”，一是不必报
文化课内容，因为全日制课程都有；二是不求成为
专业，因为毛主席说“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能开阔
眼界、丰富技能、积累审美情趣即可。不知道我推
迟到现在做家长是否还能如此淡定与理性。

不知何时起，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
被无数的家长奉为圭臬，热衷于对孩子超前教育，
而且愈演愈烈。课外教培学校更如雨后春笋般滋
长起来，大有遮蔽教育半壁江山之势。教育渐渐陷
入课内课外的循环重复怪圈，只是苦了莘莘学子，
出了校门，又进教培，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一个双
休日要上四五个兴趣班的已属平常现象。每个家
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想将各科高分、百般技
能、万千风光集于自家孩子一身。如此育人，不知
是在培养人，还是在造机器？是炫技一时，还是养
成一生？分数暂时增高，灵气渐渐消失；领先的是
当下一刻，贻误的是未来一生。纵然成为了应试高
手，鹤立鸡群，但心智不全，人格有缺，甚至心理障
碍严重，又何曾是育人的初衷？到头来，赢在起跑
线，落在中间线，输在终点线。

孔子说：过犹不及。
教育与人的成长自有其内在规律。课余生活

也是学生人格塑造、品质养成、智商锤炼、情商成熟
的重要时空，其不可或缺性不亚于课内生活。人之
为人，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揠苗助长；适性则成，失
度则败。因为教育需要安静，需要理想，需要时间。

别样的时代，自有别样的课余生活。打个不一
定恰当的比喻：五十年前的时代，缺少客观干预，是
原汁原味的野生放养；二十年前的样子，倒是有所
选择，属于半放养的；而当前诸多家长，成功心切，
打的都是满管的“鸡血”与“激素”。

国家“双减”政策，应该是给当前学生课余外生
活扭曲过度的一剂降烧药。“降烧”之后，如何让学
生的课内课外生活回归正道，按规律行事，按规律
育人，健康成长，这将是无数教育人与家长需要继
续深思与实践的。

请记住亚里士多德说过的那句话：教育必须基
于三个原则，中庸、可能和适当。

教育与人的成长自有其内在规律。课余生活也
是学生人格塑造、品质养成、智商锤炼、情商成熟的重
要时空，其不可或缺性不亚于课内生活。人之为人，
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揠苗助长；适性则成，失度则败。
因为教育需要安静，需要理想，需要时间。

别样的年代，
别样的课余生活

■许明观

这个学期，我如愿跟我的孩子们

开始了第5个年头的交集。我满心欢喜，
我们又可以一起种花种菜啦！但同时，
又有些隐隐的焦灼：随着年级的攀升，学
业压力越来越大，属于我们一起做“闲
事”的时间越来越少。今年又逢学校改
扩建，新规划的司令台把我们原来一年
级时开辟的“乐田园”给占领了，我们大
展拳脚的乐土也没有了。

没想到，开学初，大刀阔斧的“双减”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决绝而来，这让我原本
已经偃旗息鼓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了小火
苗。更让我惊喜的是，我们班从四楼搬到
了底楼，教室门前还有一大片开阔的空
地！大家的眼睛瞬间都亮了：“乐田园”虽
然没有了，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建一个“乐
花园”呀！就这样，从秋天起，我们就开始
着手去实现打造一座大花园的梦想啦！

花园花园，首先得有花。九月开始，
我们买种催芽，扦插育苗忙得不亦乐乎。
晨间、课间、午休、晚托，只要你经过我们
班级门前，总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个
身影猫着身子，蹲在地上，两手污泥动作
娴熟地拌土、装盆、植苗……似乎有忙不
完的花事。走过的老师见了纷纷打趣道：

“哦哟，小花仙子们又开始种花了呀！”“你
们真成一群小农民了嘛！”清脆而爽朗的
笑声像花儿一样在空气中绽放。

“丁零零……”下课铃声响起。我的
身影准时准点地出现在门口：“谁帮忙去
打一桶水？”小手哗啦哗啦举起一大片。

“XXX，你去吧！”被点到名的同学像得了
大奖一般喜滋滋地蹦跳着去打水了。伴
随着“哗哗”的水声，小花花们喝足了水，
精神抖擞地在阳光里肆意舒展着枝叶。

养花的过程，也是孩子们破解一个
又一个难题的过程。10升的水桶，一个

人拎太累怎么办？这可难不倒他们，他
们两人合作，一个人用左手按住前头出
水口防止水晃出来，一个人握着把手分
担重量，水桶里也是滴水不漏。冬天来
了，怕花儿们受不住霜冻，孩子们每天晚
托课吭哧吭哧搬进教室，第二天早上又
吭哧吭哧搬出来。每个人都去搬的话，
场面很混乱怎么办？嘿，有了！也不知
是谁的声音适时地在教室里响起：“我们
排成一队，以击鼓传花的形式来传……”
他们一边传还一边练习起了英语口语：

“Here you are……”明明很辛苦的事情，
被他们做得又轻松又有意思。

打造一座花园也确实是一件很有意
思的事情。课余，我总是带上三三两两小
伙伴在校园里“探险”。某天，我们忽然在
某间废置已久的教室里寻得之前木工坊
留下的工具，欢喜得不得了。又有一天，
我们在后面废弃的园子里找到了几个汽
车轮胎，买一点漆，动手喷一喷，画一画，
一个花镜就成啦！还有篱笆，最近我们又

盯上了学校的那片小竹园，心里盘算着也
许可以试着自己动手建一堵篱笆，等到明
年春天，“水晶帘动风吹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那是怎样美妙的境界啊！

有梦想的生活是精彩的，更是充满
期待的。“双十二”可是我们班传统的“分
享节”，从开学到现在，我们已经扦插培
育了400多盆花苗，就等着开卖来为我们
下一季的花园打造筹集资金啦！此外，
我们还计划在校园里搭土灶烤番薯。番
薯是“乐田园”的最后一季产物，我们打
算跟全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分享。虽然
活动尚未开始，但是那热腾腾的番薯香
味儿早已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双减”已至，对于改革来说，任务尚
重道路且远。但无论如何，我们努力让课
余变得丰富、生动而又有趣。希望若干年
以后，他们能够记得起的童年不仅仅是学
了多少汉字做了多少习题，还记得我们曾
亲手打造过一片田园，一座花园，而这，不
仅仅只是田园、花园，更是乐园、家园！

■夏春燕

希望若干年以后，他们能够记得起的童年不仅仅是学了多少汉字做了多少习题，还记得我们曾亲手打造过一片田园，一座花园，而这，不仅仅只是田园、花园，更是乐园、家园！

课后时光里的悠悠花事

周末，在经过某小区时，我看到一

个初中生模样的孩子正专注地在玩一种
游戏。只见他双手拿着由绳子连起来的
两根小棍，一个碗口大的陀螺在那根绳
子的挑动下，上下旋转翻飞，煞是好看。
出于好奇，回到家后我上网查了下，发现
这个游戏还真不简单。原来，空竹是我
们汉族的传统游戏，可谓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堪称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么一看，这孩子可不仅仅是在玩，还是在
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呢。

除了空竹这项游戏本身，其实更让
我吃惊和感慨的，是在当今电子产品泛

滥、各种兴趣培训班满大街的环境下，一
个孩子竟能发掘出一种在我们当地几近

“失传”的传统游戏，并乐此不疲地专注
于此，着实难能可贵。

作为出生于海边小镇的“85后”，遥
想自己小时候的课余生活，无非是上山
挖竹笋，下海抓螃蟹，田间烤地瓜，河边
钓龙虾，反倒没多少“文化”含量。小学
时候，随着电子产品和网络兴起，取而代
之的是一个个游戏宅男和“网瘾”少年，
既影响了学习和健康又破坏了亲子关
系，实在不值得推崇。上了中学之后，学
业压力逐渐增大，课余时间也被看书做
题所充斥。真正自己喜欢的、有益的课

外活动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青少年体质

的重视和市民公共设施的大力建设，以
及学校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明显地，越
来越多的孩子奔向户外，释放天性，拥抱
自然。

前两天晚上，我带孩子来到市民健
身中心报名少儿乒乓球课程。新建的市
民健身中心面积宽敞，造型气派。建筑
楼外，少儿足球训练正酣，一个个只有小
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驰。
盘带、过人、射门，动作流畅帅气，呼喊声
此起彼伏，无尽的活力从他们小小的身
躯中源源释放，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激
情。在乒乓训练室，只比乒乓桌高一点
点的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已打得有

模有样。甚至还有孩子在学击剑这类
“高大上”的运动。我不禁感叹如今的孩
子真的非常幸福，发展爱好的条件比我
们当年好太多太多。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等政策
的出台，反映了教育部门对体育越来越
重视。学校里，体育课活动课不再被“侵
占”，操场上同学们运动的身影也逐渐多
了起来。除了普通的运动项目，像扔沙
包、滚铁环等“老一辈”们的娱乐活动也

“重现江湖”，丰富了活动内容，增添了活
动乐趣。健康活力取代体弱多病，青春
阳光取代萎靡不振，学生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孩子们课后生活的变化提升，既
是国家近年来发展的缩影，也促进了他
们的健康成长。

孩子们课后生活的变化提升，既是国家近年来发展的缩影，也促进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真正的“全面发展”
■徐登峰

这个学期，“双减”政策出台，引起

了社会热议。面对“以后再也不能补课”
的现状，不少中小学家长不知所措，作为
暂时的“旁观者”，我希望“双减”能让孩
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放眼望去，曾经遍地开花的培训班
补习班大大加剧着教育焦虑，甚至连我
们家的 3岁小儿也成为“抢手资源”。“起
跑线”不断提前，内卷化越发激烈。当
时，在全家人的一致坚持下，我们家孩子
勉强未被“拖拉下水”，目前还对学习充

满热情。
其实，在几个月前，我也曾产生过让

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想法，甚至在大
宝进入幼儿园后，我就混迹各类小学宝
妈群，从里面汲取信息和一些学习资料，
希望给孩子超前学习，如今一本《小学新
课标必背古诗词 72首》的书正放在孩子
新课桌上。刚开始的时候，也曾给孩子

“做规矩”，每天晚上背诗20分钟。后来，
孩子“反抗”也让我“心灰意冷”，直到孩
子的爸爸接手了这项教孩子背诗的“工
作”。尽量坚持每天学；每次学前定个很

容易达成的小目标，不设长远目标；学得
好表扬，学得不好多鼓励……就这样在
爸爸的努力下，孩子以一周背一篇古诗
的“蜗牛”速度进行着。但出人意料的
是，在父子俩并不严谨的“治学”态度之
下，孩子居然越来越愿意背古诗词，并在
此中找到了乐趣与成就感。

后来孩子会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突然“冒出”一两句诗，比如看到地上的
落叶，他说“解落三秋叶”；看到高塔，他
会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去山里
秋游，他会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从背诗到用诗歌，如今，孩子甚
至偶尔会改诗，描绘眼前。看着他笑着

念诗的样子，我心中也如沐春风。
“你一直认为学习是苦的，所以才想

让孩子抓紧苦读，但在课堂外，我们应该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带来的喜悦和成绩，这
才是家庭教育真正该做的事。”孩子爸爸
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家庭最看重的就是孩子，最重视的
就是教育。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有个好
的前途，也是天下父母的朴素期待，但这
份对教育的“重视”，这些年却变得日渐

“功利”。这也值得家长反思，该如何面对
孩子的课余时间，以及其对孩子的意义，
让校外的时间成为让孩子快乐学习、享受
学习的时光，是家长应尽之义。

■钱澄蓉

如何面对孩子的课余时间，以及其对孩子的意义，让校外的时间成为让孩子快乐学习、享受学习的时光，是家长应尽之义。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