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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大附中学生陈妍言的个人作品集《试扑
流萤》，学生周奕菲的长篇小说《自渡》，学生曲博、邱
芃苡合著的故事集《黎明之前》出版面世。

当然，在厦大附中，出版个人作品集的学生还不止
这些。截至目前，学校已出版学生个人作品集14部。

为何这里会涌现一个“小作家群”？日前，记者一
行前往厦大附中一探究竟。

写作“小白”精进成写作能手

《试扑流萤》这部个人作品，被厦大附中学生陈妍
言形容为，“妄图以轻飘文字，留住那些终究要消散的
往日微芒”。这本书的文字与陈妍言在厦大附中走过
的六年时光休戚相关。

六年前的某个夜晚，厦大附中语文教师高良连把
一个可能性放在陈妍言面前：能否把中学时光用文字
记录下来，收录成你的第一本书？

陈妍言挑选了在学校不同创作阶段里具有代表
性的文章，并逐一收录。成稿之时，一页页往前翻，仿
佛时光倒回，六年来的人与事又跃然在陈妍言的脑
海，“初一年级创作了两部人物传记改编小说，随后

《桃花女孩》《围观者》《失控》等也酝酿而成……”她慨
叹着，“我是要写一辈子的，无论走在哪一条路上。”

今年，陈妍言被清华大学历史学类专业录取。她
说：“在厦大附中的日子，提升了我的诗意生活和深刻
思考的能力，帮助我发现并发展了在历史学科以及影
视文化产业方向的兴趣。”

厦大附中学生曲博、邱芃苡合著的故事集《黎明
之前》，则以两位小作者给动物园的动物讲故事的童
趣情节启篇，其中既有生活中的温馨画面，也有对人
生深层次的思考，更谈及了勇气、热爱等美好品质。

六年来，厦大附中浓郁的写作氛围一直濡染、激
励着邱芃苡，让她从写作“小白”精进成写作能手。“写
作已成为我的爱好之一。文字带给我的不仅是奖杯
和鲜花，也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和情感力量。在无形中
沉淀着我，治愈着我。”

厦大附中学生周奕菲说，长篇小说《自渡》最大的
受众就是她的同窗们。当然，在写作中，周奕菲也会
遇到无论如何修改, 仍觉得稍欠火候而百爪挠心的
时刻，“真正做到下笔如有神，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三本书凝聚了学生六年的心血。校园浓郁的
写作氛围激发了她们创作的热情与思想的火花，更使
得宝贵的写作习惯得以保持。”高连良说道。

激发学生对写作的兴趣

如果你在晨间漫步校园，可能会听到袅袅的诗歌
声从教学楼处悠悠传来。侧耳倾听，那是汪国真、席
慕蓉、顾城等现代诗人的诗作，领读的就是厦大附中
的语文教师邬双。

开学第一课，邬双就带领孩子们欣赏了《楚门的
世界》，并向孩子们发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真的
吗？还是，我们也是生活在一定的设定中？”

“基于对人生深层次思考与价值观引导，成为我
构建学生文学世界一条重要主线。”邬双希望透过浅
显易懂的现代诗，拓宽孩子们的认知版图，为其带来
更多人生引导。

“趁时采下玫瑰的花蕾，往昔时光不停地疾飞，今
日绽放笑容的花朵，明天就将枯萎。”她引领孩子们看
电影《死亡诗社》，也希望自己像电影中的“船长”基廷
老师一样，打破教条模式，通过诗歌，让学生们学会独
立思考，探讨人生的真正意义。“让学生们把握当下，

有着更加自由、独立的思想表达，活出卓越人生。”邬
双寄望着。

在高良连看来，学生“害怕写作”并不是不会写
作，而是“害怕得不到认可”。无独有偶，厦大附中语
文教师孙胜男也认为，让一些语文基础素养不足的孩
子喜欢上写作，先要激发他们对写作的兴趣。

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孩子们有话想说，
有话会说？高良连举了几个例子，在开展写作指导的
同时，她也积极开展创意实践活动。她鼓励孩子们看
综艺节目“奇葩说”，锻炼孩子们的思辨性；也会根据
电影的几个镜头，引导学生通过笔端细腻展现出来；
还会采用“师生共写”的方式，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叙写
一个主题对比差异……高良连也鼓励孩子们将作品
积极投稿杂志和报纸，“我常常和孩子们说，编辑又来
约稿了，这让他们干劲十足……”

孙胜男则强调，“先模仿，再创新”。她引领学生
注重优秀范文细节处描写，分析文章可借鉴部分。孙
胜男还精心选择了 32本文学作品，让学生可以系统
又完整地学习各类文体的写法，在润物细无声中，感
受文学的熏陶濡染。“以前，一个孩子语文成绩从来没
上过 120分，经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训练，现在语文成
绩都保持在近130分。”这让孙胜男倍感欣慰。

让教育稍稍有点诗意

走进厦大附中，你会发现学生有着开放自由的成
长环境。各种文体、艺术活动异彩纷呈。这里还有一
间文学馆，给学生更开阔的资源空间。

在厦大附中校长姚跃林《让教育稍稍有点诗意》

之《生命篇·要从平凡生活中看到“诗”》中，他提到，文
学成于小众但根于大众，他期待有更多的同学在课余
时间勇敢地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生活。

为什么要写作？校长姚跃林表示，首先源自实
用主义。凡处在各行各业重要岗位上的人都离不开
写作。所谓“立言”往往也是工作的需要。不说是立
德之需，至少是立功之必需。举凡伟人，哪一个不是
著作等身的。但最重要的是，写作特别是文学写作
是自我对话的最好途径，是让生活艺术化的最便捷
的方式。

如今，“校园写作，润泽生命”作为厦大附中的办
学特色，着眼于学生的生命成长，走出了一条写作教
学的新路。目前，学校已搭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写作
发表平台，形式多样的写作教学路径也在不断探索之
中——

其中，《校园写作,润泽生命——基于核心素养培
育的中学生写作实践研究》获得福建省 2018年基础
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学校入选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写作中心“种子学校”，携手共建“文学教育示
范学校”，也是福建省语文学会“读写教研基地”。此
外，学校还主办“一报两刊”——《观澜报》《亦乐园》

《言蹊》，定期出版。
2015 年以来，厦大附中学生公开发表作品 1800

余篇，被全国几十家报刊选用。学生先后荣获全国新
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特等
奖、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特等奖、梁衡作文
奖、汪曾祺散文奖、陈子昂诗歌奖等。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邹美玲 通讯员 卢宇恒 邱涵）7月20日至
7月 24日，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相呴以食”实践队来到漳
州市芗城区开展关于长者食堂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调研
活动。实践队一行 5人走访了芗城区民政局、芝山街道惠民
社区、浦南镇双溪村三地，针对当前芗城区长者食堂的服务情
况以及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实地调查。

“相呴以食”实践队由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相关专业研
一学生组成。实践队队员表示，漳州有比较成功的长者食堂
发展案例，比如双溪村幸福大食堂，为全村 60岁以上老人提
供两餐免费饭菜，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较为少见。实践队通
过调研发现，资金问题是影响食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
一。结合城市和乡村两个长者食堂的成功经验，实践队认为
政府可以在均衡配置养老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养老资金
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同时，让更多的企业和乡贤参与
到长者食堂的运行中来，得到稳定长久的支持，促进长者食堂
的资金稳定。在调研中，实践队队员还积极参与老年人服务
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传承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学好新时代
的“敬老课”。

走进长者食堂“学”敬老“课”

近日，厦大附中四位学生再出版个人作品集，截至目前，学校已出版学生个人作品集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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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文/图）近日，为关爱官兵子女健康成

长，使广大官兵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中，驻闽某部邀请190余
名官兵子女及共建单位的子女参加第一期军营夏令营活动。通
过为期8天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漳州、了解漳州，

“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军人风采，接受国防教育。
“哇，这真是太有趣了。”7月20日上午10时许，军娃们来

到漳州市科技馆。一楼航空航天、核电专题展厅，二三楼综合
展厅，四楼防震减灾展厅，处处是好奇的小脑袋：来自江苏的
赵允路与几位女军娃们挤着小脑袋在沙摆前，不停地往小圆
桶里装沙子，并认真观察沙子漏下后的运动轨迹。她表示，自
己很喜欢漳州，回老家后会与好朋友分享在漳州的所见所闻；
在“镜子迷宫”前，小营员们好奇地进入通道，观察自己身体经
过镜面多重反射，形成的无数镜像，纷纷啧啧称奇；在“自己拉
自己”座椅旁，小小男子汉们有序排队，跃跃欲试。

“强素质，更要强能力。”驻闽某部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活
动还专门为军娃们设计了队列训练、整理内务、洗衣服等环
节，让他们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的同时，也能培养独立意
识，提高自理能力。为了让军娃们的夏令营变得更加妙趣横
生，还精心组织前往烈士陵园祭奠烈士、吃忆苦思甜饭等活
动，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血脉、革命薪
火代代相传。

此外，夏令营活动还包括观看飞行表演、野战生存训练、
赶海露营野炊、飞信传书等活动。此次参加活动的小营员们
年龄在 7至 13周岁，他们被分成 19个班级，教官们全程跟班
研学，让官兵和家属既“放手”又“放心”。

“零距离”体验爸妈军营生活

漳州科技馆志愿者为兵娃们讲解沙摆的工作原理和奥妙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学霸也不是一天
养成的。这是记者采访方灿杰妈妈吴凤兰最大
的感受。方灿杰，从云霄县云陵镇红阳实验小
学到漳州一中，这个从乡村小学走出来的“学
霸”，小升初、初升高都一路保送，今年高考，他
以695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

“从灿杰开始会说话起，我们给他看的
电视，只看纪录片。动画片、生活片，我们从

来不在灿杰面前看。就这样，让灿杰养成只
看纪录片的习惯。纪录片可以让他了解动
物世界的精彩，中国的地大物博，对他的成
长一定是好的。”聊起如何培养出一个“学
霸”，吴凤兰的回忆拉回至儿子幼时。或许
在小灿杰幼时的概念里，电视就是用来看纪
录片的。而吴凤兰对儿子的约束，首先体现
在了自律里。不想让儿子看纪录片以外的

电视，她首先自己不在孩子面前看。
方灿杰幼时，吴凤兰每个星期天都会带

他去图书馆看书。“一开始静不下心看，毕竟
是孩子。我跟儿子说，你一本，妈妈一本，看
谁先看完。帮他把阅读的习惯养成。到了
三、四年级，开始看四大名著，涉及一些没学
过的字，他就把看不懂的字写在本子上，到
学校问老师。”说到此处，吴凤兰动容表示，
特别感谢孩子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灿杰说过老师像妈妈，这说明老师们很爱
他，感恩所有老师都爱他疼他。”

电视只看纪录片，养成阅读习惯，引导
孩子乐学好问，吴凤兰一直坚持在精神上“富
养”儿子。而在生活上，她选择“穷养”儿子。
花时间带儿子去图书馆看书的同时，吴凤兰
也花时间教孩子参与家里的家务。上小学
后，就开始教儿子煮粥、煲饭、煎蛋。“灿杰从
8岁起就包了家里的煮粥煮饭，我下班负责
炒菜，他爸爸负责接送，一家子合作愉快。”

聊天过程中，吴凤兰几次提到与儿子的
约定。“幼儿园是最爱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
煮完饭，还要去找他回家吃饭。于是我就跟
他约定，妈妈只要叫你名字，你一定要回来，

不然妈妈会打你。第一次灿杰以为我在开
玩笑，没理我，就被打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打
他。”就这样，吴凤兰让儿子知道了什么叫规
矩。逾越规矩，要付出代价。

吴凤兰继续回忆第二次约定：“上了小
学，家里有了电脑，我再次跟他约定，不能自
己开电脑，要用电脑必须经过我同意。如果
做到了，我就会奖励他喜欢的东西。”就这
样，建立了规矩意识后，吴凤兰又开始锻炼
儿子的定力。

“五六年级时，开始有了智能手机，我又
开始担心了，我得注意灿杰的一举一动，我们
又有了新约定，他答应我不玩手机，爸爸妈妈
也不玩手机。从那时起，我们家的手机只接
听，不随便把手机拿手上。”就这样，吴凤兰一
边观察，一边细心留意儿子变化，再次用自律
和约定避免儿子玩手机。

到了初中，正是孩子容易分心的时候。
为了稳住正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吴凤兰开了
一次家庭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又一次约
定：“这个家庭会议，我告诉灿杰，你不再是
儿童了，是青少年了，我们一家三人平等，谁
做错都要受罚。”吴凤兰认为，和儿子虽是母

子关系，但只要孩子想法和想做的事正确，
她都支持。“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正确
的我们就尊重、支持。父母要做的就是帮他
分析危险利弊，提醒他小心。”

高考后，吴凤兰完成了与儿子的又一次
约定。“现在很多孩子都有智能手机，但是我
不会给他手机。他初中时做完作业就喜欢
研究化学，那些瓶瓶罐罐，只要他需要，我都
会买。但是手机容易影响学习。我和他约
定，上大学就买手机和电脑。高考 6月 9日
结束，6 月 10 日他回家，我马上说手机和电
脑都买高配的，兑现了我对他的承诺。”

就这样，吴凤兰和儿子完成了一次次约
定。回忆起一次次约定，吴凤兰说：“主要是
从小练定力，孩子只要定力好，自控力就
好。到初中时，孩子的习惯已经养成，我们
夫妻只负责他吃穿。到了高中，他读寄宿学
校，我们只负责后勤，都靠他自己独立和自
觉。”吴凤兰认为，父母不可能陪孩子到老，
爱子则为其计深远，要为孩子养成自律、独
立的习惯，让他遇到事情自己能分析判断，
能处理好。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供图

采访中，吴凤兰说自己的教育理念比
较传统，主要用的是“土办法”。记者却有
不同的看法。

吴 凤 兰 的 传 统 教 育 理 念 并 不“ 传
统”。一些家长为了省事，甚至主动开电
视给孩子看，或是把手机给孩子，殊不知，
解放了自己，却困住了孩子。孩子成长过
程中，需要家长帮助他们辨别好坏，引导
方向，建立喜好，家长在孩子需要陪伴玩
耍的时候把孩子交给电视和手机，等于把
孩子的成长交付给电子产品。为了给孩
子更好的精神滋养，吴凤兰引导孩子看纪

录片，让孩子建立优质喜好，从中获得滋
养，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甚至有些新式和
超前。

“土办法”并不土。吴凤兰无疑是一位
智慧的母亲，宽严相济，爱子有度，育子有
道。孩子从小到大，要面临不同的成长阶
段，每个阶段都可能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
而行岔走偏。吴凤兰用一次次约定，在一
个个成长的岔路口引导孩子走向更好的方

向，成为更好的自己。每一次约定的背后，
都有一位律娃先律己、用心良苦的母亲。
而方灿杰也通过完成一次次约定，成为更
好的自己。这样的约定，是母子的双向奔
赴，是成长的共舞。

在鼓励生育的今天，我们也当重视生
的资格和育的责任。人人皆可为父母，但
并非人人知道如何当父母。“第一次当父
母”，这句话不是借口，而是警醒。正是因

为第一次当父母，我们更应当学习如何成
为合格的父母。

在教育焦虑的当下，我们为孩子准备
学区房，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
也莫忘，家庭才是教育第一课堂，父母才是
孩子的首席老师。吴凤兰说，学习是孩子
的功课，学习上她并没有帮助孩子，都是靠
儿子自己去学，她只是在生活上给孩子陪
伴，让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和品格。简单而

朴素的话，暗藏道理。
采访的最初，吴凤兰说，那就聊聊一个

妈妈的陪伴。采访的最后，她又说，只是这
样简单的陪伴值得报道吗。记者却在吴凤
兰身上，看到一个母亲从孩子呱呱坠地那
刻起，就深知为人父母之责任重大。这位
妈妈在孩子幼时，就已经将自己的娱乐生
活全然交付，严以律己，只为给孩子最好的
成长环境。她说孩子独立且自觉，记者却
深觉，这份自觉，是她从小为孩子种下，并
用一次次的约定灌溉养成的。

⊙本报记者 邹美玲

为孩子种下自律的种子

在一次次约定中成就更好的你

吴凤兰一家三口在毕业典礼上合照

优秀学子：方灿杰 毕业中学：漳州一中
学子家长：吴凤兰 录取学校：北京大学

在厦大附中文学馆，学生进行集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