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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仕华

“我踢得好！”“不，我踢得更好！”

“你把飞盘扔进草丛，你去捡！”“你的裤

子长，不怕扎！”“我跑赢了！”“你抢

跑！”……在孩子们的相处中，笑声不

停，争吵也时有发生，常因不同的观点

而情绪激动，甚至动起手来。对此，德国

作家桑德拉·格林在创作的绘本《吵架

了怎么办？》中提到，就孩子而言，争吵

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行为，一件很小的事

就有可能点燃他们的“斗志”。家长要做

的，不是一味地打压，而是帮助孩子认

清争吵的本质，遵守争吵的规则，让孩

子学会科学理性地“吵架”。

争吵是什么感觉？“争吵时，我们会

产生强烈的情绪。我们会生气、愤怒，或

许还会感到恐惧或者伤心。”作者认为，

有时，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争

吵，它的发生好像并不需要充分理由。

孩子可以争吵，但应当用正确的方式，

遵守必要的规则——“不要打人、推人、

拉扯头发，或是做任何可能会伤害他人

的事；不要侮辱人，不要骂脏话；不要只

顾着大吼大叫；不要几个人欺负一个

人；不要打破东西，也不要乱扔东西。”

在此框架内，孩子们便可以“随心所欲”

地争吵。书中绘制了一座“争吵的感觉

博物馆”，把争强好胜、怒气冲天、心乱

如麻等情绪，以展品的形式表现出来，

生动而富有趣味。与此同时，作者还介

绍了愿望信、怒气阀、说“不”游戏、出气

筒等发泄情绪的方式，“消气之后，你们

就能心平气和地交谈了。”

有没有完美的争吵？书中讲述了这

样一则故事：“前天，我和米娅吵了一

架，因为她把苹果汁倒在了我的画上。

我吼了她，她也对我又喊又叫。这时候，

小猫咪咪跳到我们中间。那一刻，我们

同时停止了喊叫，都短暂地思考了一

下。我对米娅说，我觉得她太笨了，弄坏

了我的画。她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对我

说，她刚才只是不小心。她提议我们一

起重新画一幅画。我虽然还是有些生

气，但是我明白了她刚才不是故意的。

米娅向我道了歉，我原谅了她。”由此可

以看出，如果孩子们能够相互倾听，允

许对方把话说完，争吵就有可能成功化

解，最后得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而更多时候，争吵很难收场，双方

会因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怒不

可遏。“如果有人能倾听双方的想法，并

从中调解一下，通常会大有帮助。”调解

人可以是好友、老师，也可以是父母。因

为身处事外的人往往更容易看清问题

所在，知道怎么解决。那么，争吵过后，

该如何和好呢？书中贴心地列举了一些

发生在不同情景中的案例，譬如在幼儿

园里，菲菲和约翰吵了一架，菲菲甚至

用很难听的话骂了约翰。后来，菲菲很

后悔，于是，她给约翰写了一封道歉信；

汤姆弄坏了埃拉搭好的玩具动物园，埃

拉推了他一把。埃拉觉得自己这样做不

对，她送给汤姆一幅亲手画的画表示歉

意。

让孩子学会“科学争吵”，是为了不

再争吵。本书还着重讲述了争吵与霸凌

的区别，“如果有人长期不断地戏弄、侮

辱或骚扰他人，这种现象就叫霸凌”，并

告诉小读者们，“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

遭到了霸凌，在这种情况下向老师、家

长或别的成年人寻求帮助，不算告密。

有时候，你可能不得不告诉好几个大

人，直到有人能够真的帮助你为止。”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 摄影报道）10月27

日，“引川——历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四川

获奖艺术家摄影作品联展”在四川美术

馆开幕。中国摄影金像奖是中国摄影艺

术的最高奖，本次“引川”摄影作品展邀

请到迄今为止获得金像奖的 11 位四川

摄影家联合办展，展出他们在艺术领域

的代表作，作品涵盖自然、人文、教育、体

育、军事等领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和观众观看。

在展厅一楼，一处幕墙以两封学生

书信为背景，错落有致地排布着数张黑

白摄影作品，在橙黄的灯光下，再现了20

多年前四川偏远农村学校孩子们进行体

育活动的情景。画面质朴自然，奔跑和玩

耍中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

容。

这组照片题为《快乐体育》，是全国

优秀教育工作者、2007年第七届金像奖

获得者林强的摄影作品。林强从事教育

工作40余年，他长期将镜头对准四川农

村学校和偏远山区。这组跨越20多年的

作品让众多观众驻足，被体育的快乐感

染，被教育的故事感动。

林强介绍，展览的这组照片拍摄于

1996年至2007年的广安、南充、资阳、凉

山等地，反映了四川农村学校体育教育

的历史和发展。

“那个时候，中国西部是经济和教育

欠发达的地区，很多学校都没有标准的

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为了让学生德智

体全面发展，学校就采取‘土法上马’的

办法，自制简易的体育设施。”林强说。

所谓“土法上马”，就是学校老师使

用土办法，因地制宜打造体育设施。照片

里，有的是布网搭起攀爬的“山丘”，有的

是圆木在水泥柱的支撑下成为独木桥或

跷跷板，还有在围墙上凿入铁环可做攀

岩，甚至将轮胎挂在柱子上成为秋千，或

嵌入土里成为跳跃落脚的地桩……图片

里的各种设施形态不一，但共同点是，孩

子们都充分参与，尽情享受体育的快乐。

展览现场，不少人询问这组照片拍

摄的时间、地点，并关心这群孩子现在的

情况。林强告诉大家，这些孩子都 30 多

岁了，有的读了大学，有的出去打工。20

多年前，这些“土器材”令这群孩子得到

了快乐，体育锻炼还使他们身体健壮，能

够胜任如今的高强度工作，“不久前，他

们回到学校，除了看望老师，就是去找寻

过去在这些体育器材中玩耍的记忆。”

为何将镜头聚焦在学校的体育？林

强在现场拿出一张 1996 年的报纸。当

年，针对青少年近视率上升等体质健康

问题，身处教育系统的林强非常忧虑，他

便向报纸投去一篇《学生体质状况的警

示：强体》文稿，呼吁全社会关注青少年

体质健康。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记录校园

体育运动的摄影专题。

10年的不断拍摄，林强让更多人看

到体育在教育中的育人价值。2006 年，

《中国学校体育》发表这组照片后，引起

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不少欠发达地区学

校来到四川“取经”，从而开创了农村学

校体育教育新模式。200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如今，作品再次展出，不仅成为教育

变迁的时代记忆，更有别样的启示。“现

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学校普遍有塑胶

跑道、人工草坪，标准足球场、篮球场等，

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学习压力等问题

仍然存在，这依旧值得我们注意。通过这

些照片，就是想告诉广大家长和青少年，

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少年强则国家强，

增强体质不应止于这些记忆中的影像，

每代人都可以从体育中收获快乐，收获

健康与成长。”林强说。

知道黄全愈缘于近20年前读研究

生时，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翻到他

写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留美博士眼

里的中美教育》。作者用有趣的语言、生

动的故事、张弛有度的文笔，以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谈论中美基础教育比较的

深刻话题。当时一口气读完全书之后意

犹未尽的感觉，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记得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专业性

强的书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因此，在知

识进入“理性脑”的同时，这本书在“情

绪脑”中竟也占了一席之地。

读了黄全愈的多篇文章之后我才

发现，爱护（培养）“爱问问题”的学生，

是这位根在中国却深入了解美国教育，

醉心追寻青少年成长规律，苦心探寻素

质教育真谛的教育者的一贯做法。这样

的教育者，会在课堂上坐在孩子们中间

播撒“问题”的种子；会为一个被“问题”

洗礼过的孩子一年后能提出一个“未入

流”的问题而感动落泪；会为“学霸”班

的孩子提不出问题而叹息。……

这本《教育的基础》可以说是近几

年黄全愈思考与研究的“集大成”之书。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构成，分别是“教育

的终点线”“教育的起跑线”与“他山之

石”。从中，你既可以看到黄全愈之前在

媒体上已发表过的文章与观点，更可以

看到他对“教育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

一重大问题所做的更为系统的思考。

在书的序言部分，黄全愈一改过去

循序渐进、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直接

用总分（先亮观点再谈证据）的结构方

式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

二三四”素质教育核心理论体系。

其中，“一”指多元教育的归元一体

化——返本归元的终极目的，是具备能

引爆人生“核裂变”的十大素质，去实现

个人的自我完善。“二”指教育的“双核

理论”（我认为也可以称为“混血虎”理

论）。“三”指“三脚架理论”，给教育的

“四位一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自我教育）设定各自的位置和相

互之间的关系。其中，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三点成一面，再由此形成

3 只“支撑脚”，承载教育的终极受体

——人的自我教育，类似照相机的“三

脚架”。“四”指“四区理论”，从人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方式，去阐释人如何从第1

区进入第 4 区，从而完成自我教育过

程。“四区理论”既分析了人的创造性思

维和创造性行为的形成过程，也剖析了

“我们是怎么用正确答案把孩子教傻

的”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若你不理解为什么是这“一二三

四”，但也想知道：为何很多亚裔学生非

常优秀，却总是在别人定好的“规则”内

去胜出，而不能去“制定标准”？为何美

国一年级的数学课仅是教孩子从 1 数

到100就要花一周时间？为何“创造性”

不是教出来的？为何内华达州幼儿园教

师教会 3 岁小女孩认识了“Open”中的

“O”这个字母，却被小女孩的妈妈告上

法庭，还败诉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强大

的根源不在大学，而在基础教育？为什

么 名 校 毕 业 生 需 要 10 种 核 心 素

质？……那么，你可以打开书，从头读

起，享一份饕餮盛宴，或者按图索骥，找

你最想知道答案与奥秘的文章。

体育教育的时代记忆

“小辂儿，戴上头盔，我们回家了。”

“爸爸，我不戴头盔，戴起来一点也不舒服！”

“头盔是保护我们安全的，快戴上！”

“不戴，就不戴！”

我朝他挥了挥手掌：“你真的确定不戴头盔

吗？”察觉到我的严肃态度，他这才不情愿地将头

盔戴在了头上。然而，从他微微皱起的眉头和迟疑

的动作中，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不

安与抵触。

晚上，我们洗漱完毕，我看了看他：“小辂儿，

你去挑几本书来，咱们看了就睡觉。”他飞快地跑

向他的小书架，拿了两本绘本过来。

他依偎在我的怀里，我们一同沉浸在绘本的

世界。这是一本关于安全的书籍，讲述了一个小主

人公因为没有佩戴头盔骑自行车，不幸摔倒并住

院的故事。在我们共同翻阅完这本绘本后，小辂儿

眨了眨明亮的眼睛，认真地对我说：“爸爸，不戴头

盔真的很危险，下次我一定戴头盔！”

从那以后，每当儿子坐上摩托车，都会主动将

头盔戴在头上。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因读绘本发生

的变化，也令我开始重视绘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小辂儿的小伙伴到我家玩，这两个嬉戏的小

精灵在客厅里尽情狂欢。他们所到之处，如同秋风

掠过落叶般，玩具散落一地，书本摇曳生姿，我们

精心维护的整洁被这两人彻底摧毁。

他的小伙伴走了，我摸了摸他的头：“小辂儿，

我们一起来收拾屋子。”他瞪大眼睛：“啊，我也要收

拾啊，这么乱，怎么收拾？”我冲他点了点头：“当然

要收拾，爸爸是帮助你呢。”他有几分不解：“玩的时

候大家一起玩，为什么收拾的时候他就走了呢？”我

不禁笑了：“因为你是主人，这是你的家啊。”

房间一片混乱，他满脸愁容地对我说：“爸爸，

我不想整理，我想睡觉了。”我并未答应，于是他愤

愤地开始收拾，一边收拾一边嘟囔着：“这么小的

孩子都要整理房间，真是气人！”我并未理会他，过

了片刻，他竟然怒气冲冲，嘴角也高高翘起。他紧

咬牙关，愤怒地与我一同整理了房间。

夜幕低垂，我与小辂儿一同入梦的时刻，他又

去拿了几本精美的绘本，我们共同沉浸在宛如童

话般的故事中。其中有两本名为《不生气好好地

说》和《我能改掉臭脾气》的绘本，它们讲述了关于

如何以平和的心态，去化解烦恼以及勇敢地去改

正臭脾气的人生哲理。当我们一起读完这些绘本

后，孩子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今天我明白

了，生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后来，我便有针对性地根据他的表现，和他阅

读一些好习惯方面的内容，或者是生活常识、安全

常识等方面的绘本。慢慢地，我发现他越来越善于

沟通，理解事理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这让我深刻体

会到了绘本的神奇魅力，它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

方式影响着孩子的行为和思维。

到现在，我逐渐认识到，对于许多孩子的问

题，绘本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启示和解答。当一本

绘本的力量无法满足需求时，那就寻找两本，甚至

更多，让它们共同为孩子成长提供更多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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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科学地“吵架”
■ 刘学正

《教育的基础》

黄全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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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中探寻教育的基础
■ 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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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四川农村学校教师因地制宜，用水泥柱和圆木搭
建独木桥，供学生锻炼。（林强 摄）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林强的作品亮相“引川”摄影作品联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