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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新华社记者 廖君 李劲峰

远离城市的喧嚣繁华，逃离升学
和考试的压力。近日，武汉7对父母
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在乡下找了一
所废弃的小学，自己教孩子诵读经典、
练习书法。

孩子们的“桃花源”？

这处“世外桃源”在武汉市黄陂木
兰山脚下的一所废弃小学。两层教学楼
的一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每家一个
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里摆有高低床和书
桌；二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幼儿
活动室里，装有一大片木板搭成的榻榻
米，榻榻米上，有两块棉纱搭成的帷帐。

据介绍，这些都是家长们自己锯
木刨平打磨后铺的，而帷帐则是妈妈
们用植物染料手工染的色。活动室里
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
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
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
制的积木和用布手工缝制的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
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家长们轮流
做的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
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
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
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
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
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
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
室、填埋垃圾、浇水种菜等，大点的孩
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我们认
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
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
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

据了解，7个家庭的家长多数都
受过高等教育，在此陪伴孩子的多为
母亲，父亲则在城市赚钱养家。这些
家庭的家长有的经营企业，有的是教
师出身，也有个别家长是“海归”。

公共教育欠缺了什么？

教育界人士说，尽管当前我国的
应试教育屡遭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
责，但不可否认，其教育体制是经过长
时间的实践形成的，而且担任教学任
务的老师，都是具有深厚的基本知识
储备。家长直接教孩子，孩子能否接
受？家长的教学能力是否胜任？

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弊端就
是忽略了健全人格的培育，造成了对
孩子童心和人格的压抑。不过，湖北
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
林认为，这种尝试具有风险性，孩子年
纪小，可以暂时听从父母的安排，但他
们不可能永远当“隐士”，“桃花源”里
出来的孩子能不能与社会生活成功

“对接”，还需要时间检验。

因“星”施教：是科学还是哗众取宠？
扬州大学“星座教学”引争议

中南大学开设的“名侦探柯南与
化学探秘”公选课受到热捧；厦门大学
的“爬树课”成了舆论焦点；四川大学
的教授徒手劈砖解释科学原理；南京
理工大学的老师则干脆把AK-47步
枪带进了课堂……除此之外，风水课、
恋爱课、生死课，现在又多了星座课。
大学课堂究竟为何屡现“潮”课？

有关专家认为，填鸭式的教育，培
养不出创造型人才；被动性的学习，只
能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并摧

残其身心健康。“因此，利用学生感兴
趣的话题对施教内容进行引申、拓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教授知识与
学生互动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真正的

‘寓教于乐’。从这一点看，中国高校
的‘潮’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力
资源管理师宋章玮说。

但也有专家认为，高校毕竟是教
书育人的地方，一门新课设置与否，不
是外面流行什么就开什么课，而必须
经过严格缜密的论证，切忌心血来潮

一哄而上。仅靠“拍脑袋”拍出来的
“潮课”，即使开出来喧嚣一时，流行风
向一转就会“死得很快”。

殷飞认为，大学课堂需要“潮”课
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是这种“潮”与
创新也不是心血来潮、没有底线的，所
有的创新都必须基于科学，比如南京
理工大学用AK-47讲的是自动武器
构造，中南大学用名侦探柯南的故事
讲的还是化学原理。潮课再“潮”，也
不能不讲科学。

虽然学生很喜欢，但对于十二星座
教学法的质疑声却不少。很多人认为，星
座这种东西自娱自乐还是可以的，但搬上
课堂就不靠谱了。教育专家则认为，因材
施教是科学的教学方法，但因“星”施教是
否科学必须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截至目
前，没有科学研究能够证明星座学具有科
学性，以出生日期定义人的性格更是无稽
之谈。

南京大学学生王涵说，星座这种
东西自己玩玩还是可以的，要搬上讲
台就感觉有点“忽悠”了。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家殷飞认
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能有所得，
还是可以尝试的。但问题是这种尝试，
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否则就是
哗众取宠。这种不够严谨的做法是值得
商榷的。”

教育心理学学者戈立说，从心理
学角度看，年轻人对于星座的兴趣其
实是他们寻找自我、试图确定自我同
一性的一种尝试，就像偶像崇拜一
样。这种特定时期的心理诉求是非常
正常的。“但是热衷和迷信之间，往往
只有一步之遥。作为大学这种机构，
显然不应当充当促使学生更加相信星
座等伪科学的助推者。”

“真没想到，和全部与自己同一个
星座的同学一起上课，心里感觉莫名
地高兴。”扬州大学大一学生许雪婷
说。而让她莫名高兴的这堂课，是该
校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自去年10月
起新推出的“十二星座教学”课。

这门因“星”施教的课将学生分为
12个星座，根据流行的星座性格特点
介绍打造不同内容的讲座。比如针
对天蝎座人思想深刻，眼光敏锐的特
点，推出有关生物科学领域十大未解
之谜的讲座，参加者是清一色的天蝎
座学生；针对金牛座人沉稳认真的性
格特点，推出的则是有关基因工程实

验操作的课堂讲解，来上课的学生也
全是金牛座的。

十二星座教学法负责人、该院科
技创新协会会长许水余告诉记者，之
所以会以这种方式组织讲座，是因为
现在大学必修课的逃课现象都很严
重，有时费尽心血组织的活动参加者
总是寥寥。“我是学生干部也是90后
的一员，我知道现在这代大学生思想
开放，更喜欢流行事物，因此老师们应
该找到适合我们的教育教学方法。”许
水余说。

正如策划者们的预料，课程一推
出就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不少90

后学子表示，不仅课程有意思很新鲜，
还能认识同星座的朋友。该院大三学
生庄国昌告诉记者，身边的不少同学
都去听了这些讲座。由于是同一星
座的，说的又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因
此课堂气氛非常好，互动很频繁。

“有人相信星座也有人不信，我也
知道这种因‘星’施教的方式可能听起
来不那么科学。但首先，我们不是教
星座的课，只是按照星座区分学生，教
授的内容还是正常的社科学课程。而
且事实证明，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方
式，来听讲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课堂
效果达到了，这才是关键。”许水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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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月3日专电（记
者 蒋芳）

出门看星运指数、考试
穿幸运颜色衣服、交友找速
配星座……对于很多时下
的年轻人而言，星座已经成
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近日，扬州大学开展的

“十二星座教学”课在广受
学生欢迎的同时，却引发争
议：这种按星座设置授课内
容的教学方式是因材施教，
还是媚俗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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