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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巧玲

时下，每所高中几乎都在举行

成人礼，不管是充满传统韵味的仪

式，抑或是时尚西化的仪式，套路都

差不多。学校一般都会安排家长参

与，让家长见证孩子“成人”这一幸

福时刻。应该说这是一个励志教育

的大好时机，也是增进亲子关系的

契机。而学生在感受到这样一个神

圣时刻的同时，还有一点点心心念

的希冀（有些甚至是期盼已久的），

即家长的礼物。那么，家长应该送

给孩子什么礼物呢？房子、银行卡、

金手链，名牌衣服、鞋子、包包？过

于物质的礼物会在学生中间产生攀

比心理，也会让那些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的学生产生深深的自卑心理。

那么，学校应引导家长送给孩

子怎样的成人礼物？笔者认为，我

们更应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关注

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这，才是最

好的礼物。

一、送上感恩、责任、担当
年幼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感恩、

责任和担当，这需要师长们的教育。

比如，我校最近举行了很隆重

的成人礼。有位学生在活动前对班

主任说：“我爸妈在外地打工，来回

一趟的路费相当于 3天工资。我可

以不让他们来吗？”班主任回答：“没关系，你知道

了父母的艰辛，其实你已经成人了。”

“成人”，不就是有责任和担当，懂得感恩

吗？既然学生已经懂得，又何必一定要拘泥于形

式？教师应考虑到那些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或

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参加自己孩子成人礼的家长，

在成人礼上由教师代替家长给孩子一个拥抱。

成人礼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家长给自己的孩

子写封信。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我校

不少教师在和家长们沟通后帮其代写，这样既可

以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又使学生感受到了学校的

温暖。

二、尊重孩子，适度放手
成人了就意味着要有责任和担当，但在家长

眼里孩子不管多大都是孩子，舍不得放手。

舍得放手，就是在让孩子成长。因而，教师

要引导家长，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面前，不要控

制，要引导，并且要不着痕迹。不怀疑孩子的能

力，让孩子独自去做好一件事，并相信他（她）的

能力。万一没做好，也要先接纳，然后帮助他

（她）一起分析问题，对症下药，这样他们就会慢

慢学会如何做事，直至独当一面。

三、培养良好的金钱观
除极个别情况，现在的孩子都不缺钱，但如

何恰当花钱确实是一个值得引起家长重视的问

题。在成人礼上给孩子送银行卡，绝对不能培养

起孩子正确的金钱观。过分的节俭和土豪式的

花钱都不是正确的方式。心理健康的孩子总会

得体地处理一切生活问题，内心丰盈的孩子不会

对乱花钱上瘾。

如果家长有正确的金钱观，那么孩子也会学

着家长的样子去处理与金钱的关系。让孩子内

心拥有丰足感，他（她）才会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安

全感，更有利于形成健康的金钱观。

家长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不是身

份、地位或文化程度的差别，而是教育手段的差

别。只要有心、用心，家长都可以把最好的教育送

给孩子——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给孩子自由成

长的空间、作出良好的表率——这是每位父母都

有能力送给孩子的财富，也是孩子生命中得到的

最美馈赠，是孩子生命成长过程中最丰盈的滋养。

本报讯（记者 沈静娴）2月 27日，教育部课

程中心实验学校《钟秀课程系列丛书》首发式暨

课程改革研讨会在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

学举行。《创意线描画》《巧手纸版画》《趣味指印

画》《撕纸拼贴画》4本创意美术教学精品课程教

材，正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美术创作灵感就在一瞬间，孩子的点滴创

意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肯定。”课程负责人、

该校美术教师陈朝锋介绍，在 4本教材的开发过

程中，不仅有教师的探索，更有学生们的创意。

“在美术的天地里，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学生们

的创意变换成极具童趣和创造力的作品。”陈朝

锋表示，该校教师在课程开发实验过程中不断

积累和拓展，用学生喜爱的方式实施教学，激发

童趣，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增强孩子的创新意识

和创作技能。

研讨会上，《钟秀课程系列丛书》编委会全体

成员及部分作者交流了课程研制实施过程中的教

学效果和学习体会。丛书主编、钟公庙中心小学

校长俞宏伟还给参与课程研制的优秀学生颁奖。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消逝的民俗：湖南益阳南坝

村一带信仰追访》《是归处还是

避所：三个人的麻风病康复村》……

这些天，暖意还在料峭的风中和

人们捉着迷藏，王逍心中早已泛暖。

“让我们行走田野，去乡野村落

中阅读生命，去关心他人的粮食与蔬

菜，天地之间有大爱。”1月 27日，除

夕，王逍在“学路芬芳”微信公众号中

送给学生们这样的新年期许。

“学路芬芳”，这个由浙江师范大

学国际学院教授王逍和她的硕士研

究生们寒假前开通的微信公众号，为

的是记录学生们“学行”成长路上教

学互长的芬芳和精彩、分享与碰撞。

实际上，这些“学行者”开学前后

连续发出的几篇田野调查报告，让他

们的导师王逍瞬间触摸到了春天。

行走田野10余年
“所谓师和生，是一份情缘，在畲乡

的田野路上，共勉互长，学路芬芳……”

桐庐、海宁、文成、武义、景宁、云和……在

学生们分享的田野调查图片中，能清晰

地看到这些年师生们在畲乡田野中

不停歇的足迹。

“1924年，德国学者史图博曾在

这个村子做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

写下了德文版的《浙江景宁敕木山畲

民调查记》。”

80年后，王逍“撞”开了畲族村落

经济研究的大门。与史图博不同的

是，王逍的学术眼光停留在敕木山一

带漫山遍野的惠明茶及其当地畲族

村落的经济转型方面；6年后，她又将

研究主线放在了文成县培头村钟姓

畲族祖祖辈辈，如何不断以超越大山

的精神来推动本村落社会、经济、文

化的变迁。

王逍就这样开启了真正脚踏实

地做学问的田野调查生活。第一次

住进畲民家中，房东大姐随便拿了一

床被子给她，心下以为眼前这个来自

城市的教授第二天就会离开。可她

一住就是半个月、一个月。这样的

“小住”，每年总会有四五次。严冬抑

或酷暑，往往是寒暑假时节，王逍总

在畲乡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每个白

天，她入户调查数十户，做访谈、拍照

片，做观察记录；每个夜晚，她忙着分

类、整理搜集来的信息碎片，写成田

野笔记。王逍忙碌的身影，房东大姐

看在眼里，开始默默地在晴天将被子

晒得暖暖的，每天晚上烧好热水等着

她回来泡脚。

王逍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做田

野也是做人”。田野调查 10余年，她

不仅长时间与村民同吃同住，还与村

民交朋友，将自己当作村落中的一

员。每次进山，她都会在城里买些山

里稀缺的食材，请房东烧好，叫上村

里的老人们一起品尝；农忙时节，她

跟着村民们奔忙，经常一起只吃白米

饭充饥；碰上村里红白喜事及寿诞搬

新房等，她主动馈赠礼金；只要说出

名字，即便素未谋面，她也能说出这

位畲民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因

而，她到过的每一个村落，都会渐渐

变成她的第二故乡。村民们常说：

“王教授比我们村里人更了解村里

的情况。”

“我所从事的历史人类学畲村研

究，践行的是田野现场感与相关文

献资料的相互观照和彼此印证。”走

进景宁惠明寺村 6年后，2010年，王

逍出版了专著《走向市场：一个浙南

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景》；又一次

经历 5 年周期性深度田野调查后，

2016年，研究成果《超越大山：浙南

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

一书问世。

“从惠明寺村到培头村，王逍的

研究视野从畲族村落的经济转型问

题上升到了对畲族村落全面发展的

关注，并从社区营造的视野来探讨畲

族乡村经济发展问题，还提供了一系

列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和新路

径。”王逍从事的畲乡研究和社区营

造，甚至被郭志超认为“是对费孝通

先生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

弘扬”。

共营美好田野社区
“乡村美丽社区的营造，应通过

制度的创新，集合知识分子等多元化

的社会力量，充当政府与乡村社区的

桥梁，整合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帮

助乡村居民提升自我组织和自我发

展能力，最终实现乡村社区自下而上

式的可持续发展。”

“进行畲族研究，应有跨文化的

理解视野，更多关注畲民在社会生

活、经济、文化中的优秀品质。”王逍

认为，应发现少数民族内在的、闪光

的文化特质，加强畲汉民族间的互

相借鉴和交往融合，“拥有文化自信

的民族，才能具备强大的文化创意

能力，并营造好富有民族特色的田

野社区”。

而对文成培头畲族村的研究，既

是王逍运用人类学参与行动研究法

的成果，也是其身体力行运用知识服

务社会、展开乡村社区营造的宝贵探

索。5年来，她以研究者和“村落人”

相互交替的身份高度参与了培头村

的民族特色旅游村寨社区营造的过

程：搜集整理培头村许多异常珍贵的

历史文化资料；对村落民间文献文物

保护、畲家乐旅游项目开发、“三月

三”畲乡风情节展演等提供指导意

见；提出“钟正芳故里”和“培头村社

区营造”等创意项目……

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畲民开始

回到自己的故土，建设美丽家乡。如

今，一踏入畲乡，总会有质朴的畲族

大姐将王逍热情地抱住；临走了，依

依不舍的畲民忸怩地拿出一双古朴

的毛线鞋，“老师，我实在没什么东西

可以给你，这是我亲手织的”。

一年年走进畲乡，王逍的乡村情

怀一年年浓郁，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也越深刻。10余年来，她深入乡村田

野调查，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畲族研究课题9

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我在

不断实践并反思，知识分子如何打破

学科及专业边界，真正走出书斋、走

向基层，用知识服务社会。”

“只有乡村发展了、变美丽了，中

国社会才会真正和谐。”王逍说，“希

望政府能从制度创新和社会风尚的

双重维度来推动越来越多不同学科

的社会知识力量共同关注乡村，也

呼吁更多的年轻学人投身乡村社区

营造。”

王逍在呼吁的同时，拿出了她行

走田野的那股子“蛮劲”，积极推动着

知识分子关注乡村的进程。在浙师

大，她带头成立了“浙江村落创新研

究团队”这一公益性的学术组织，集

合全校相关专业的年轻博士教师一

起开展学术沙龙。只要不在田野中

行走，无论寒冬、酷暑，抑或是节假

日，她每晚都坚持在办公室办公，和

学生们一起研究探讨课题，分析社区

建设。“我们会聊到楼道里一个人都

没有了，聊到看门师傅来提醒下班，

才意犹未尽地走出办公楼。”冬天的

夜晚，走出大楼的学生们总能看到王

逍的自行车坐垫上，已经染上了一层

白霜。

“行走无疆的田野，力求从学理

和建设的双重层面去观察和书写人

文世界。”这是王逍给予学生的勉励，

更是她给予自己的鞭策。

行走，只为营造田野中的美丽社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逍的畲乡情怀

《钟秀课程系列丛书》公开发行

□本报记者 沈静娴

“低点，低点！”“哎，左边，左边！”

“不对不对，再侧一点！”景宁畲族自

治县民族中学的操场一隅，几个身穿

畲族传统服饰，手持 3米高的柿子叉

的少年正全神贯注地争夺着高空中

黄澄澄的“柿子”。

“采柿子”——这个起源于畲族

民间生产活动的体育项目非常受民

族中学学生欢迎。正值该校的每日

运动一小时时间，操场上到处可见进

行传统体育项目锻炼的学生。“摇锅”

“竹球（赶野猪）”“操石磉”“打尺

寸”……种类繁多的传统项目让人目

不暇接。

缘起
“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畲族传

统体育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的演变而逐渐

形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体育项

目形态上都极为接近大自然。”兰进

平是民族中学的一名体育教师，他的

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我自己就是畲族的后代，因此

必须要将畲族文化传承下去。”从教

至今已有32年的兰进平回忆，民族中

学自1986年招生开始，就开展了涉足

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工作。最早开发

出来的项目是“操石磉”。同年 8月，

这一项目便作为畲族第一个传统体

育项目参加了在景宁举行的浙江省

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取

得了金奖。这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此

后经过20余年的孜孜探索，兰进平陆

续开发出了包括“操石磉”在内的 12
个民族体育项目。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人

情，畲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原始

性、民族性、娱乐性、社会整体性、纪念

性和器材的简易性这六大特点。”兰进

平介绍，如“打尺寸”是为了纪念畲族

群众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精

神；而爬竹竿、“采柿子”等就与生产劳

动紧密相连，动作技术简单易学。

打磨
“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基本都需要

场地和器材的配合。”“采柿子”所需

的柿子叉、“柿子”、柿子篮，“问凳”所

需的特制凳，“竹球（赶野猪）”所需的

球拍、竹篾球和竹篾门……

以“竹球（赶野猪）”为例，这项运

动起源于畲民在日常生活中赶、打野

猪以避免农作物遭受野猪破坏。农

闲时，畲民就在家里演练赶、打野

猪。然而，当其变为了体育项目，动

作可以沿承，却需要相应的器材来替

代野猪和棍棒。借助于曲棍球和木

球这两项运动，兰进平以球拍代替了

赶野猪所持的棍棒，以竹篾球代替了

野猪，以竹篾门代替了等待野猪的陷

阱。经过多年的打磨，兰进平将所有

项目的器材逐渐完善。

体育运动的核心是健身，有些

传统项目对人身体有损伤，我们需

要有辨别地吸收。”兰进平介绍，好

的传统体育项目应该是轻松的、娱

乐性高的，“学生高兴去锻炼，才能

达到健身的目的，这也是体育教学

最要紧的目标”。

传承
“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和挖

掘，我们更看重项目背后的文化内

涵。”提起 32年前带学生去乌鲁木齐

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并拿下两

枚奖牌，兰进平依然克制不住自己的

兴奋。“民族体育是承载民族文化的

方式之一，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并喜爱这些体育项目，我相信项目包

含的文化内涵也一定会得到人们的

认同。”

兰进平介绍，目前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有 150余个体育项目，现在也

有几个畲族的项目成为了比赛项

目。在鄂尔多斯举行的第十届全国

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民族中学的学生

通过“采柿子”这一体育项目，用12分
钟展示了畲族人民采摘柿子的全过

程。“那个场面真的很好看！”兰进平

的自豪溢于言表。

如今，民族中学每周三下午都会

开展全校学生参与的传统体育项目

活动，每周保证每个班级都有一节传

统体育项目课。

在每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开始学

习的首节课上，体育教师都会向学生

讲述该项目的起源及其背后的故

事。“了解运动的背景，学生才能在后

面的动作技能学习中更加得心应

手。”最让兰进平开心的是，现在的民

族中学内还有不少汉族学生，“让畲

汉学生共同学习、传承，民族文化能

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现在我们学校的 12个传统体

育项目中，4 个是省级非遗项目，3
个是丽水市级非遗项目，2个是县级

非遗项目。”该校校长夏卫锋表示，

希望这些项目最终都能够成为全国

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让全

国人民都能因此更多地了解畲族的

传统文化，实现传统体育项目文化

传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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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柿子、赶野猪……

景宁这所初中的体育课有点野

和畲民在一起，左二为王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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