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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郑子玥
就读学校：芗城第二实验小学
家长姓名：郑煌 张艳

兴趣培养普遍的当下，许多家长都
会为孩子报名兴趣培训班。然而，孩子
习得的精度和深度，却是家长们容易忽
略的重要一环。

放眼兴趣培训班，学舞的女孩如恒
河沙数。众多女孩中，张艳的女儿郑子
玥的跳舞视频“火出圈”，年仅7岁的她，
一路“乘风破浪”，已经炫舞不少大舞
台。一条记录郑子玥参赛，由“舞蹈世
界”组委会官方账号发布的舞蹈视频，在
小红书有超过 1000 万的播放量。郑子
玥的优秀并非天成，一座座奖杯的背后
离不开张艳的付出。如何引导孩子爱上
学舞，并一次次带着孩子走向更大舞
台？张艳有着自己的独到之法。

“玥儿两三岁就开始舞蹈启蒙，一开
始是亲子舞蹈、绘本舞蹈启蒙，通过比较
有趣味性、故事性、互动性的方式让孩子
喜欢上舞蹈，在心里种下一颗舞蹈兴趣
的种子。后来开始学东方舞，算是真正
意义上开始认真学舞。”张艳回忆，孩子
学东方舞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练习，常
常要先去老师那上完早课，再赶去上幼
儿园。期间，张艳一直观察孩子学习的
状态。学了一段时间，张艳觉得没什么
创新，孩子兴趣也有些减弱，便考虑让孩
子转学中国舞。“中国人还是要学学我们
中国本土的舞蹈，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
化，融在中国舞中所特有的美感，我相信
也会吸引到孩子。”

为了给孩子找到合适的中国舞老
师，张艳精筛细选数十名老师。“前后找
了不下 50 个吧，有考察周边的舞蹈机
构，也有朋友推荐的。”幼教专业毕业的
张艳说，“为了给女儿找舞蹈老师，问遍
身边的老师朋友。之所以选择让玥儿精
学舞蹈，是因为玥儿自己最喜欢游泳和
跳舞，可能从小游泳，整天在水里钻的缘故，她的身体特别
灵活，我就希望能够专注发展她的舞蹈特长。找一位好老
师就非常重要。”

虽然还是跳舞，但学习中国舞是全新的开始，要面临新
的困难。“玥儿四周岁开始学习中国舞，从最基础的基本功
开始练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表示过
抗拒和不乐意。舞蹈看着很美，毕竟训练和学习的过程是
比较枯燥的。”张艳告诉记者，课堂上，老师负责教给孩子舞
蹈的技巧；课堂下，及时鼓励孩子，让孩子每天一点点精进
便是父母的责任。学舞过程中，来自父母的鼓励和认可，让
子玥在一次次学习和训练中获得认可，学舞慢慢变成一件
很有成就感、快乐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学艺术要去用，要在舞台上磨。”张艳一
直鼓励孩子站上舞台去展现自己，她说：“不管大舞台还是
小舞台，有机会都要去上。我跟玥儿说，每次上台不一定拿
到什么奖项，但是每次出去学到什么东西。我们除了在漳
州比，也到厦门，到更远的地方去比，去看更高的对手，看看
别人有多优秀，回来就能更好调整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每一次取得阶段性成果，张艳和舞蹈
老师都争取机会去舞台上磨练，子玥也在一次次“披荆斩
棘”中越来越热爱舞蹈。子玥演绎的作品《吟游诗人》在“舞
蹈世界”第九届电视展演中获得《金奖》并成功晋级全国总
决赛；作品《山中精灵》获2022“芳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艺
术大赛《金奖》；作品《左手指月》获第十七届全国青少年舞
蹈教学成果展评福建赛区活动“2022桃李杯舞蹈艺术展演
漳州赛区”幼儿组《特金奖》。

每一次的参赛和表演，小到妆容的选择，大到舞蹈造型
的敲定，张艳都投注不少精力。“玥儿的爸爸也特别给力，孩
子表演用的珍珠手链，都是他从珍珠蚌里挖出来，自己一粒
一粒打孔制作出来的。鼓也是私人定制的，工序非常繁
琐。找不到合适的舞蹈服，我们就买了大人的舞蹈服，再找
裁缝裁剪改小。”

这位会为女儿开蚌取珠、穿针引线的爸爸名叫郑煌。
早在女儿进行舞蹈启蒙的阶段，他就陪着女儿一起上课。
女儿学舞一路走来，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陪伴守护左
右。子玥能在枯燥的练习中快乐学舞，他功不可没。“我更
多的是给孩子多一些鼓励，不会给孩子太多压力，不让孩子
把学习当成一个任务去攻克。作为父母，就是根据孩子的
天赋喜好去引导支持她，给她提供条件、渠道和资源。”

给足女儿松弛感的同时，郑煌并没有当起“甩手掌
柜”。张艳说：“玥儿回家练舞时，爸爸甚至会陪着孩子练，
体验一下到底这个动作是怎么完成的。爸爸看新闻了解到
下腰危险，他就会担心，然后把新闻发给老师看，跟老师沟
通交流，希望有些动作的练习可以多注意。”

精选赛道，专注深耕，和孩子共同成长。因为女儿学
舞，张艳变成半个“舞者”。孩子上课，她每节课都跟，观察
孩子上课的情况。张艳笑言，“自己也学成了半个专业”。
除此之外，张艳还一直在学教育类知识。她说：“虽然我是
个二胎妈妈，这不是我第一次养育孩子，但是教育本身也是
不断学习的过程。”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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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暑假，考研人都在“火力”备考。近期，部分
院校公布了招生简章，更是拉动了考研人的情绪。不
少考研人发现，一些高校将自 2024年起，延长研究生
学制。一时间，研究生学制延长有关话题登上热搜。

学制“加时”渐成趋势

近日，东南大学、中南大学、陕西理工大学、上海
体育大学等国内高校相继发布
研招考试调整通知或招生简
章，纷纷决定从 2024 年起，将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学制延长至 3 年。其中，东南
大学将学校硕士研究生所有专
业的学制统一调整为 3 年，上
海体育大学明确将博士生学制统一改为4年。

根据国家高等教育基本制度规定，硕士研究生教
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2至 3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
本修业年限为 3至 4年。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可
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弹性学制”的政策
导向下，各高校内部的学制安排各有不同，硕博贯通、
本博连读等也逐渐成为研究生教育的新选择。长期
以来，专硕学制 2 至 2.5 年、学硕学制 3 年已成为惯
例。然而，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纷纷对研究生学制进

行调整，将学制延长，尤其是专硕学制，研究生学制延
长似乎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报名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
的人数逐年递增。教育部发布的《2022 年全国教育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上个月新鲜出炉。报告显示，去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 124.25 万，较上年增加了
6.6万，增长 5.61%。而在 2013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为
61.14万。不到十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翻番。

如何“提质”成为关键

对于高校而言，学制变化，意味着课程、师资、培
养方案等诸多方面都要进行调整。对于学生而言，学
制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时间成本、学费投入、职业规
划等。那么，高校为何要进行学制调整？学生反响几
何？记者就此进行走访。

李杨是今年考研大军中的一员，毕业后本想就

业的他由于工作没有达到预期，转而选择进一步考
研深造。“说不焦虑是骗人的，之前一年时间浪费了，
之后的工作和生活规划都往后推一年。好在我要报
考的院校没有学制调整，不然会更加焦虑。如果调
整的话，我最直接的想法不是能多学多少东西，而是
学制延长所面临的压力。抛开学费增加不说，自己
还有更多时间上的压力，比如就业年龄，毕业后马上
奔三了，还没成家立业。”

对于高校为何要进行学制调整？
记者联系我市某高校相关负责人。截
至发稿，并未得到答复。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高校老师告诉记者：“研究生
培养并非易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
研大军，高校更应重视研究生培养的
质量。各个学校有自己的定位，对学

制加以调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这位
老师进一步分析，以专硕两年学习为例，有的学生第
一年入学适应节奏较慢，第二年开始外出实习、写论
文、找工作，真正能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学制延长
后，导师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行指导，学生也有更多的
机会参与课题研究。不过，学制延长能否真正提质、充
分提质，让所延时间有价值体现，还需要高校在调整学
制的同时，科学调整课程设置，调配师资，并对培养方
案进行优化。 ⊙本报记者 邹美玲

部分高校研究生学制延长

“王进喜被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了腿，仍拄着
双拐继续指挥。一天，突然出现井喷，水泥倒入泥
浆池，却搅拌不开，王进喜甩掉拐杖，奋不顾身地
跳进齐腰的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当搅拌机……”
龙师附小五年（6）班刘子珊告诉记者，暑假里他们
一家三口走了不少地方，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是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在爸爸老家黑龙江省的这
个国家一级博物馆，有精心布置的展室、声情并茂
的讲解和整理如新的历史资料、图片，让我深刻领
会到了传承的力量。”刘子珊说，很喜欢大庆以及
那些故事，“不屈的童年”“赤诚报国”“艰苦创业”

“科学求实”“无悔奉献”“鞠躬尽瘁”“精神永存”等
7个章节，集中展示了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业绩及用
终生实践所体现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参观
完后，“我们都觉得收获很大，妈妈还发了朋友圈，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爸爸的老家参观，学习榜样身
上的力量”。

“我们 7 月中旬开车从漳州出发，先回妈妈
的老家安徽巢湖，然后去了爸爸上大学的城市
武汉，最后才去了爸爸的老家。”刘子珊很开
心地向记者讲述了假期里见闻和收获。“爸爸
妈妈陪着我，走走看看，玩玩逛逛，在返乡的

那些天里，我重新对爸爸和妈妈的故乡有了新
的认识。”刘子珊认为，老家是爸爸妈妈的根，
返回故乡可以找到一种归属感和亲切感，父母
想把这份亲切感亲和力传递给她。她尤其喜
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享受一家人其乐融融的
美好时光。

“老家的物价便宜，生活节奏不快，爸爸妈
妈让我保持好奇心，观察老家和漳州有哪些异
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边参观一边做记录，
积累不少的写作素材呢。”刘子珊表示，今年暑
假先是参加了闽南日报社的研学活动，后又趁
着返乡去了几个城市，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人文
和风景，8 月决定在漳州好好休整，准备迎接新
学期的到来。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去爸妈的故乡找寻归属感

8月7日上午，市实小胡林月、林承翰，
平和正兴学校黄语桐三名少先队员和龙师
附小韩璐老师，跨越2000多公里抵达宁夏，
参加为期一周的“山海永相连·闽宁一家亲”
2023年闽宁少先队员手拉手夏令营活动。

“石榴花开样样红，民族团结一家
亲。”在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冷凉蔬
菜基地，胡林月与来自福建的30多名队员
一样，一进基地就被颜色多彩、形状各异
的菜田深深吸引。他们走进大棚，了解种
植技术，摘下一颗小西红柿，让那甜意化
在嘴里，融在心间。胡林月说，固原市是
我国重要的冷凉蔬菜生产基地，海拔高、
气候凉、光照强、温差大，种植的蔬菜色泽
鲜亮、脆嫩多汁，销售到全国各地。西海
固，气温偏低，以前种庄稼的收成也偏低，
老百姓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而今一派繁
华，科学技术使宁夏的农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队员们明白了知识改变命
运，深植努力、拼搏的学习精神。

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闽宁两地营员
先后参观吴忠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现场感
受保护黄河生态的重要性；参观闽宁镇镇
史馆，了解闽宁协作发展情况；参观原隆
村光伏生态农业观光园，了解光伏农业一

体化项目；参观贺兰山岩画，了解宁夏风土人情；参观宁夏
枸杞博物馆，了解宁夏枸杞种植发展历程；参观吴忠市兰花
芬芳志愿服务中心，了解“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牵头的
王兰花热心小组的故事；参观宁夏水利博物馆，感受宁夏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参观隆德老巷子，感受“千年隆德县，百年
老巷子”的古村落记忆，了解当地民俗文化；参观原州区彭
堡镇冷凉蔬菜基地，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感受宁夏乡村振兴
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成果；参观固原博物馆，了解春秋战国
时期北方系青铜器、北周、隋唐等时期的丝路文化，并开展
结营仪式暨交流分享会。

胡林月同学说，此次的暑假宁夏之旅真是太开心了，在
大饱眼福之余，最令人开心的是品尝到了宁夏的美食，一道
道独具特色的美食丰富了大家的味蕾体验。她表示，闽宁
一家亲的种子已在心里种下，今后自己将在实践活动中刻
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
让两地队员的情谊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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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晚，在漳浦县半日闲墅，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十多位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
再次聚到一起。女孩子们围坐在一张长条桌
子前，专心地编织自己喜欢的发卡和发带；男
孩子们有的围在一起讨论刚刚近期读过的
书，有的正在为下一次的集体参观做攻略；家
长们则聚在院子的阴凉处品茗、聊天。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多不同的趣味体验
以及陪伴成长，大家秉持着‘亲子陪伴才是最
好的教育’理念，走到了一起。”家住漳浦县城
的魏女士告诉记者，家长们自发组织开展了
多种主题、多种形式及内容有意义的亲子活
动，有室内的有室外的，从城市到乡下，从教
室到田地，从白天到晚上，从学习到实践，从
传统文化到农耕文化，应有尽有。“场地是免
费提供给大家的，起初是家长们策划，后面孩
子们都参与进来，大家一起出谋划策。”

“7 月以来，每周五我们都开展活动，已
经开展了阅读国学经典、体验踩高跷和拔河
趣味运动、公益捡垃圾等公益活动。”魏女士
介绍，在古香古色环境优美的院子里开展亲
子阅读交流会，孩子们认真阅读，家长们一起
探讨家庭教育心得，闲暇之余体验手工制作，
共学习共成长；在美丽乡村的田园农场上开展
趣味农耕体验活动，通过重温父母儿时的回忆
体验农耕文化。家长们还带着孩子参观漳浦
的人文景观，比如黄道周纪念馆、红三团成立
旧址等，让孩子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激发他
们对历史、传统、红色以及乡土文化的热情。
此外，大家还共同走进企业开展“小小职业体
验”活动，比如，通过体验小小验光师，了解视力
防控重要性，通过体验小小餐厅服务员，实践
学习服务并体会父母工作的辛苦等。

石斋小学三年（6）班余佳瑶说：“与一群
小朋友共同阅读有很多的乐趣，大家互相讨
论文章的见解，可以促进我更深刻地了解文

中的内容。”石斋小学二年（3）班的蔡宸菲不
仅学会了做手工，还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她
与小朋友们一起读了《世界上最宽的巷子》，
她说：“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我们不管遇到
什么事都要把心怀放大，别跟人斤斤计较。”

人的发展体现在德智体美劳多个方面，
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做好榜样。家长们
纷纷表示，希望通过开展此类丰富多彩的亲
子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寓教于
乐，收获成长、收获乐趣，在拓宽孩子们的视
野和认知的同时，能够不断增进亲子之间的
感情。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乡野亲子出游共成长

快乐暑假:山川美景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趣“游学”

随着“双减”政策
的实施，在这个暑假，
孩子们放下课本、走出
家门，在父母家人的陪
伴中走近自然、开阔眼
界，在行走中领略祖国
山川的壮美、领悟中华
文明的博大精深，尽情
享受这个缤纷多彩假
期的无穷乐趣。

三位漳州的少先队员走进宁夏隆德县百年老巷子三位漳州的少先队员走进宁夏隆德县百年老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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