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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儿子学校开展了第十

一届文化艺术节线上挑战赛——一

分钟单摇跳绳比赛，儿子获得了星

期二的跳绳比赛一年级擂主，他笑

了，我却哭了。

能获得擂主一定是不容易的，

全年级600多个学生，儿子最终经学

校跳绳教研组的老师确定，1分钟共

计195次，名列当天第一名。对于一

个7岁多的娃娃来说，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值得肯定。但是，这背后的付

出也是异常艰辛的。曾记得，儿子

是在幼儿园大班下学期开始练习跳

绳的。刚刚练习跳绳的时候，他一

直学不会，但是他每天坚持练习，失

败了继续跳，直到跳会了才肯罢休，

那种不服输的精神着实让人心生敬

佩。

本次跳绳比赛要求采用规定音

乐，每人每天最多上传一个视频。

参赛视频需一镜到底、画面清晰且

出现完整人像、无剪辑。可以采取

并脚跳和单脚轮换跳动作，但是不

能两种同时使用。每天选出速度最

快的运动员进行公示，不重复选取。

在星期一第一次上传跳绳视频

时，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要采用规定

音乐，儿子的成绩无效，因此，第一

次擂主被一年级三班的一名同学夺

得。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儿子，儿

子很遗憾。他说：“爸爸，我们重新

录吧！我一定能获得擂主。”

星期二下午放学后，他先练习

硬笔书法。晚上7点，我们一起来到

小区的操场上，开始录制视频。由

于广场上的人太多，我们录了一次

又一次，始终不能超过 200 个，儿子

躺在地上大哭起来。他说：“没有超

过200个，这怎么行呢？”

看着儿子已经满头大汗且满脸

泪水，我心疼地说：“现在我们回家，

等吃了晚饭再录吧！”他哭丧着说：

“不行！必须录好了再吃饭！”我劝

慰他说：“等我们吃完饭，体力就会

得到大大恢复，效果肯定会更好。”

儿子最后听取了我的建议，跟我一

道回家吃晚饭。

吃完晚饭，一切准备就绪。放

音乐、录视频……儿子前几次跳到

中途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

焦急地望着我说：“我听了音乐太紧

张了！”我说：“宝贝，我们先休息一

会儿吧！”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录

好，我要战胜自己，为班集体争光！”

几次，儿子因为没达到自己的理想

状态而哭了。我说：“要不，我们今

晚就不录了！”可他说：“我必须录

好！”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我摸了摸

他的小脑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

抱，继续开始录。这一次，儿子使出

了浑身力气，当口令结束的时候，我

说：“共计 214 个！”儿子开心地笑

了。我将录好的视频分别发给了万

老师和云老师，请教他们有没有什

么问题，两位老师说这次应该没什

么问题，于是将儿子的比赛视频上

传到了人人通平台。

上传结束后，我没有再去理会

比赛结果。我想，无论结果如何，做

家长的我都能坦然面对，毕竟儿子

已经很努力了，也尽力了。星期三

晚上回家，我也没有再关注这事，感

觉儿子也没再问起，我想他是不是

忘了。我怕儿子问起这件事的结

果，也丝毫不再提及。按照惯例，我

将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陪同儿子

完成晚上的各科作业。晚上8点，当

我打开手机开始上传作业时，才发

现班级群里公示了星期二的跳绳比

赛结果，经老师最终判定，儿子以一

分钟195次的成绩，获得了擂主。

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儿子，儿

子开心得跳起来。看着儿子开心的

样子，想想这一成绩背后鲜为人知

的付出，儿子的焦急、坚持、抗争、泪

水、汗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

想，无论结果怎样，作为家长，我都

能释怀，或许过程更具价值。因为，

成长和前行的路依旧漫长。

晚上遛弯，碰到一

对母子，看样子刚从超

市购物回来，我看到他

们时，这对母子正在为

一只猫“讨价还价”。我

站了一会儿，听明白了

原委，原来儿子在草丛

里发现了这只小奶猫，

这只小猫不怕人，在儿

子脚边蹭来蹭去，任由

人摸。妈妈赶紧取出刚

从超市买的火腿肠喂

它，儿子央求妈妈，想把

小猫带回家养。

妈妈一口拒绝了，

理由是，家里本来就小，

实在不想再让猫占个容

身之地，而且养猫需要

精力，还需要钱，猫砂、

猫粮、驱虫、打疫苗、绝

育、看病，和养个孩子差

不多，她可不想再受“二

茬罪”了。

妈妈和儿子商量，

以后可以经常来投喂小

猫，但养在家中是万万

不可的。儿子被妈妈拒

绝后，并未将猫放开，而

是紧紧抱着猫不撒手，

不断哀求妈妈，允许他

将小猫带回家，并信誓

旦旦说，小猫他来养，不

会让妈妈操心的。

妈妈笑着说，你还需要我们

养，你拿什么来养猫？

儿子说，我可以不买零食，不

买玩具，不买新衣服，不去游乐

场，省下的钱给猫花，而且我还可

以捡垃圾卖钱。

妈妈还是不为所动，最后儿

子竟然抱着猫哭了起来，看架势，

如果妈妈不同意，他就要和小猫

一起在外流浪。妈妈见状，生气

地说，你这是情感绑架，但我说了

不算，这事还得你爸爸同意。儿

子忙给爸爸打视频电话，爸爸看

到儿子一脸泪痕，告诉儿子，猫可

以养，但有条件，爸爸妈妈工作

忙，没时间管猫，小猫的吃喝拉撒

全部由儿子负责，而且，单他自己

省钱还不够，还需要他自己“打

工”赚钱，靠做家务赚取猫粮。

儿子如愿了，马上破涕为笑，

抱着猫开心地往家走时，妈妈又

补充说，回家还得和他签署个养

猫协议，双方都同意签字后，养猫

才生效。

欣赏这位家长处理此事的态

度和方法，她救助了一只流浪猫，

也呵护了一个孩子的童年。前段

时间，网上有一个话题“我的童年

报复性补偿行为”，一位年轻的同

事看到后说，他的童年报复性补

偿行为就是在参加工作后，养了

三只狗。

同事说，他小时候在垃圾场

发现了一只流浪狗，两三个月大

的样子，发现时小狗已经饿得皮

包骨头了，他把小狗抱回家，想养

着它，可爸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最后，他爸趁他上学时，把小狗送

给了村里一户人家养，可那户人

家对狗不好，平时非打即骂，一年

后，看狗长大了，狠心将狗给卖

了。

这件事在同事心中留下了阴

影，他恨爸妈狠心，认为小狗的悲

惨命运与他们有关，从那开始，他

便和爸妈对着干，不好好学习，还

经常逃课出去玩，由此承担的后

果是，爸妈对他的严加管教，有时

挨打也是难免的事，亲子关系越

来越恶化，他爸妈到现在也搞不

懂，为何小时候那么听话的一个

孩子，上了初中后，突然就开始叛

逆。

现在同事自己养了狗，童年

的阴影依然没有治愈，但他逐渐

理解了爸妈，他们没文化，只能靠

干苦力赚钱，那时为了养两个孩

子和家里老人，已经拼尽了全力，

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养一只

狗。他后悔，如果当初他能像我

遇到的这个小男孩那样，主动要

求帮父母做事，以求把狗留下就

好了，如果那时，爸妈提再多的条

件他也答应，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我家养过小动物，知道小动

物对孩子而言，不仅是陪伴，还可

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和爱心，而

且通过养小动物还可以让亲子关

系更加融洽，正如我遇到的那对

母子，只要处理得当，我相信，他

们家从此不只是多了一只猫，还

多了一个听话的孩子。

记者：孩子们是怎样对艺术展进

行策划、执行的？

兰兰老师：孩子们要首先明确这

个展将由他们自己筹备，自己布置，

自己设计，最后再自己进行公共展

示。活动开始前，30位少年先经过了

策展相关的系列课堂学习，在课程学

习过程中，他们独立成立了三个“公

司”，并为自己的“公司”命名，分工协

作。“绿色地球”公司、“友联”公司和

“忆童年”公司的成员通过进一步共

同讨论，在互动中不断加深组员之间

的了解，在互助中学会团队协作，一

方面学习策展知识，一方面也为布展

做规划。

记者：不同组别、岗位的少年策

展人是怎样进行策展工作的？

“友联”公司负责人周若涵：我们

公司是负责舞台区域和展区整体的

环境维护。起这个名字也是希望我

们大家可以在分工合作中保持友好

与团结的状态，解决遇到的具体问

题。舞台区要负责布置舞台场景、引

导观展人，还有小主持人的台词、表

演节目的分配与排练也是我们的工

作内容。环境维护会由我们的“文明

劝导员”时刻督促着来往行人不要踩

踏草坪、乱丢垃圾。

“忆童年”公司负责人程爱珊：从
名字就能听出，我们公司主要负责的

是游戏区，我们公司的成员需要负责

游戏、互动、提示、义卖几项内容。像

摆放花草、多肉植物的摊位，我们给

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花儿与少年”，小

伙伴们会将它们进行义卖。我们还

设计了几款趣味游戏，比如“一朵小

花”，我会教大家如何用树枝和超轻

黏土制作工艺品；“套进春天”是套圈

游戏，观展人可以参加游戏获得奖

品；“投出春天”是投壶游戏，我们也

准备了奖品与大家互动。这些游戏

的命名是我们一起头脑风暴很久选

出的，希望它们能“先声夺人”，吸引

观展人来到这个区与春天互动。

“绿色地球”公司成员杨汐蕊：我
们需要对这些征集来的画作负责，筛

选主题符合的画作进行装裱、贴标

签，再以是否参加义卖为标准分类悬

挂。我们组最适合“流水线作业”，两

两一组，分别负责一个环节，再向后

传递，这样效率很高。

记者：“自导”还要“自演”，你们

会感觉到压力吗？

程爱珊：我是“忆童年”公司的负

责人，同时也负责“一朵小花”手工区

的教学和表演环节中的街舞节目。

但这些对我而言在技术上并不难，只

是时间安排上要求很紧凑，所以，我

提前请了其他的组员帮我在表演时

看摊位，教大家制作。我从幼儿园就

在练习街舞了，不会怯场的，而且我

们的节目类型怎么能缺少跳舞呢？

文婧悦：这次小主持人的角色是

我自己报名想要尝试的，我私下也在

学习主持课程，既有这方面一定的经

验，也想更多地丰富自己的实战经历，

而且这次的活动是我们少年策展人自

己策划的，我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这让我更喜欢这个任务了。我们会好

好彩排的，上台时肯定没问题。

张锦程：我是今天的文明劝导

员。“哎，弟弟，快出来，不要踩草

坪。……”今天的展区就是我的“文

明管辖区”，不管是乱扔垃圾、破坏公

物还是踩踏草坪，看到任何不文明的

行为我都会上前劝导。我发现有时

候做出不文明行为的人也是无意的，

或者是年龄太小的弟弟妹妹还不懂

这些，所以，我会很耐心地和他们说。

孙祥曦：我是这次公共艺术展的

小记者，我要记录策展人的实时动

态、访问他们的体会，还要对来观展

的叔叔阿姨进行随机采访。我很好

奇他们会怎样评价我们的展览，有哪

些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如果他们觉

得我们做得很好，以后也让自己的孩

子加入我们，一起来策划就更好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问了

一圈以后发现大家都很友善，就有更

多动力了。

在少年策展人齐心协力地布置

下，一场寻找春天的公共艺术展成功

搭建。观展中，一幅幅色彩鲜明、制

作精美的绘画作品与锦城的春天交

相辉映，吸引来往居民驻足观看。策

展人精心准备的节目也成功“引流”，

广场上一时间热闹非凡。游戏区和

义卖区迎来了许多小朋友和家长的

参与；投壶、套圈，趣味游戏为少年们

的公共艺术展带来了欢声笑语；鲜花

义卖区的孩子们则发挥自己的口才，

将春天与绿色送到更多居民的家中；

“低碳集市”旁也围满了人，孩子们将

闲置的课外书籍、玩具、布娃娃等

出售或交换，为闲置物品找到了新

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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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子成了擂主……
■ 张筠

少年策展人自主策划公共艺术展——

成长成长，，在尝试和体验中悄然发生在尝试和体验中悄然发生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阳光洒落，处处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在成都市簇桥街道锦
城社区的绿地时光广场，有一群孩子以他们的方式追寻着春天
的脚步。经过长时间的策展知识学习和 1个月的专题策划，30
名 10—12岁的少年策展人开启了一场“花漾锦城·寻春之旅”公
共艺术展。

艺术展的策划执行均由少年们分工合作、自主完成。小到
游戏的名字，大到现场的布置都蕴含着孩子们的创意和巧思。
现场展出的“锦城之春”主题画作也来自于少年策展人以及社区
其他少年的作品，根据个人意愿，部分画作还将参与义卖，筹得
的善款将捐献给“锦城社区微基金”，为公益助力。

一场小学生主办的公共画展是怎样的？前期布展时，他们
做了哪些准备？孩子们又有怎样的体会和收获？记者在布展现
场采访了肩负不同任务的少年策展人，以及为孩子们提供帮助
的指导老师和家长志愿者。

记者：邀请孩子们做这样一

场活动，你的初衷是怎样的？

兰兰老师：作为社区教育的

负责人，我们也在思考怎样在家

庭与学校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

社区场域能提供给孩子们的价

值。我想，通过实践平台的搭

建，以有组织、有计划，同时也能

发挥儿童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的

方式来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以这次活动为例，孩子们作为少

年策展人，在学以致用、团队协

作的基础上，服务社区与社会、

他人，孩子们的表达能力，科学、

人文、艺术素养，资源整合与策

划能力都能在其中得到锻炼。

记者：作为家长志愿者从旁

协助，你的心情如何？会不放心

或者忍不住想去指导孩子吗？

家长志愿者文讯：小孩子做

事总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或者

管不住自己想去玩的时候，我在

一旁看着就很想去督促她。顺

稿子、准备服装、编发型、找老师

做指导，我都提前帮她做了准

备，但孩子不是很希望我帮忙，

她有自己的主意。因为这次的

展览是由孩子们自主策划的，所

以，他们更想自己全权安排。孩

子还是很独立的，这不，她爸爸

刚来看了她一眼，马上就被她劝

回家了。

记者：在活动中你看到了孩

子身上哪些平时看不到的闪光点？

家长志愿者肖薇：策展过程

中，孩子们表现出的那种尽职尽

责的认真态度是我觉得身为大

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每一个孩子都特别专注于自己

“少年策展人”的身份，能够真正

把自己的任务落到实处，不敷

衍、不搪塞，甚至午饭都顾不上

吃也要先把彩排完成。他们的

团队精神也是令我很感动的一

个点，比如挂画的一些孩子把自

己的事情完成之后，会帮助别的

区的小伙伴一起摆展架、摆宣传

牌，他们还会担心收集上来的画

作很多，挂不下怎么办？再积极

想办法解决。我当时正好在旁

边，听到有一个孩子提出了正反

面都可以用来挂画的提议，让每

一个小朋友的作品都能够在展

览上呈现。后来这个区域就是

按照这样的方式来陈设的，孩子

们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能干。

就我对自己孩子的观察，我

感觉他的团队合作意识增强了，

在一个小组里，他不会以自我为

中心，而是以这个组的主题、目

标为导向去做一些事情，不像他

独立行动的时候会比较任性，以

自己的想法为主。另外，我觉得

他的全局观和系统性思维能力

也增强了，原来他看事情，可能

关注到的只有一个点，不会联系

其他的事情一起考虑。但他现

在自然而然地改进了这种思维

方式，能全程去把控一件事情，

视野更开阔，考虑得也更全面。

老师和家长老师和家长 从组织者从组织者、、管理者到志愿者管理者到志愿者、、协助者协助者少年策展人少年策展人 齐心布展齐心布展，，我的展览我做主我的展览我做主

少年策展人计划系列课堂。“花儿与少年”鲜花义卖。 家长和孩子现场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