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7

毫厘之间雕镂出万千世界
乔金亮

核雕，中国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它以核
桃、果核等寻常被弃之物为原料，仅凭一柄刻刀，
在毫厘之间雕镂出万千世界，被赞为“东方神
技”。如今，核雕作品价值不断攀升，已成为集欣
赏、健身、收藏等功能于一身的工艺品，受到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核舟记》中的王叔远成为人
们心中的经典。然而，在当今河北永清县这片土
地上，却拥有着众多如同王叔远一样的奇巧之
人。他们学习掌握了核雕这一神技，许多人更醉
心于这一技艺的挖掘与传承，开创了中国微雕艺
术中的一脉新流——冀作核雕。

据河北廊坊市工艺美术协会负责人介绍，冀
作核雕用料丰富，除常见的橄榄核、扁桃核、核桃
之外，还包括山桃核、樱桃核、杏核等材料，以及对
竹木牙角、马蹄、玉石的雕琢。冀作核雕，不但继
承了京作雕刻雍容华贵的气度，又将燕赵豪迈之
气融入其中，同时吸收了苏作核雕精细逼真的特
色，形成了圆润大气的艺术风格，非常适合把玩。

走进永清县别古庄镇，各式各样的核雕制作
招牌目不暇接，足以印证核雕在这个小镇的重要
位置。在一间工作室里，笔者见到了王千星、王千
月兄弟。兄弟俩于2015年获得河北省一级工艺
美术家称号。王千星大胆吸收文学中代表性的人
物故事，还首次将染色技法引入核雕艺术，使核雕
人物更加生动传神，获国家外观设计专利。兄弟
二人还创办了伟派核雕工艺品公司，将核雕生产、
销售推广、文化传播、艺术培训、工业旅游集于一
体运行。

据王千月介绍，冀作核雕技师大多生长于当
地，自幼耳濡目染，技艺早已深入骨髓。拜师第一
年，通过修坯练习基本功；第二年，开始学习简单
的手工雕刻；第三年、第四年，学习复杂的手工雕
刻；如果天分较好，到第五年，就能独立雕刻出具
有一定水平的作品了。这样的传承方式，使冀作
核雕能够生产不同等级的核雕工艺品，满足了文
玩市场上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笔者从对核雕从业者的走访中发现，冀作核
雕的创作题材也很广泛。一方面，他们深研中国
传统文化，在佛像罗汉、民俗祈福、动物花卉等传
统题材之外，不断推陈出新，根据《山海经》创作的
神魔系列，根据《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创作的点睛
人物系列，都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他们还紧跟时
代文化脉搏，创作了一系列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时
尚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发展冀作核雕，永清县政
府把核雕产业发展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先后制定出台了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启动了以打
造别古庄核雕小镇、建设核雕大师工坊及核雕艺
术展览馆等项目建设，实现核雕行业由低端作坊
式生产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
发展，永清县已经拥有1200余家核雕工坊，从业
人员达2万余人，年产值逾6亿元，成为中国北方
最大的核雕制作基地。如今，冀作核雕工艺品不
仅行销全国，还通过互联网远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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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作核雕继承了京作雕刻雍容华贵的气度，
又将燕赵豪迈之气融入其中，同时吸收了苏作核
雕精细逼真的特色，非常适合把玩。 乔金亮摄

当课外班成为童年标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来 洁

“你给孩子报了几个班？”无论何时
何地，一抛出这个问题，都能激发小学生
父母的巨大讨论热情。

两周前，2018年寒假和春季培优班
报名已结束，尽管学而思、新东方等课外
辅导机构开出了数量众多的各种班，但
还是被热情的家长基本报满。陈女士给
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报了 3 个寒假班。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上新东方学英语，这
次续报了寒假英语班和自然拼读进阶
班，还报了学而思数学寒假班。”陈女士
说，因为这次报名是寒假班和春季班连
报，所以她还给儿子报了2018年春季英
语班和数学班，学费加起来 1 万多元。

“这并不算贵，我朋友的孩子上 Lily 英
语，一个寒假班就要6000多元呢。”

查看2018年日历，明年的寒假并不
长。按照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时间，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25 日，寒假只有 4 周零 2
天。而新东方、学而思等培优班每期课
程基本在8天以上，如果上两期培优班，
再加上过年，孩子们的寒假没剩下多少
自由时间了。

为什么在倡导教育减负的大背景
下，还有那么多家长孜孜不倦、前赴后继
地给孩子报课外班？这些课外班对孩子
的成长究竟是有益补充，还是沉重负
担？家长们该如何找到校内教育和校外
辅导的平衡点？

为啥都在上课外班

如今，随便问一个小学生有没有上
课外班，没上的恐怕寥寥无几。

北京海淀区的“牛娃”最多，宁宁刚
上一年级，妈妈就给她报了新东方英语
班。“减负以后，小学一二年级的英语教
材太简单了，不记字母，就是日常对话和
英文歌。有高年级孩子家长说，三年级
时英语一下子就上难度了，如果不早点
上培优班，到时适应起来会有困难。我
去报名时就看到一个三年级的家长很着
急地报名，他们孩子一二年级没在外面
上，现在全英文授课，就有点听不懂了。”
宁宁妈妈很庆幸自己早早报了名。

李嘉的儿子在北京东城区上六年级，
她觉得二年级报语文班都有点晚了。“语
文应从一年级就报，因为语言的学习是个
很缓慢的过程。儿子挺爱看书，但是做语
文试卷时，阅读理解和写作文经常答不到
得分点上。很多家长觉得，多看书，语文
就能学好。其实不然，单纯的阅读并不能
保证语文成绩优秀。怎么能把读进去的
书变为孩子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
不可控的，家长也很难帮上忙。培优班的
辅导更有针对性，最近他的语文成绩就很
有进步。”李嘉认为。

上海的念念妈妈在女儿二年级时报
了奥数班。“她们小学有一个奥数兴趣小
组，没学过奥数的念念勉强考上了，我怕
她跟不上就报了校外的奥数班。数学成
绩在小学阶段非常重要，在上海要想上
好点的私立中学都需要考试，所以数学
必须要抓紧。”轩轩在北京某市重点小学
上二年级，他爸爸只给报了英语、钢琴和
围棋3个班，本想等上了三年级，再报数
学培优班。不过，最近轩轩爸爸也不淡
定了，“一年级时他数学考试基本都满
分，可二年级两次小测试的排名都在20

名开外，全班只有37个孩子。数学卷子
最后一道应用题，他都没有读懂，可班里
有6个同学是满分。听说有的孩子在校
外上了两个数学班”。嘟嘟在北京海淀
一所区重点小学读二年级，嘟嘟妈妈在
一年级暑假报了学而思数学班。“我的一
个同事在二年级寒假报的学而思，觉得
都有点晚了，孩子前几节课听不太懂。
我女儿数学悟性有点慢，就想给她报暑
假班试试。结果一去上课，才发现班里
以前口算成绩好的孩子都在上，我们以
前抓得太松了”。

成绩好的孩子大多在上培优班，拉
高了班级整体的学习水平，不上的孩子
面临强大竞争，这是残酷又无奈的现
实。家长们不敢不报培优班，即便能拖
延一时，但迟早都得报。毕竟没有一个
家长不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没有
一个家长不想让孩子在社会竞争中胜
出，赢得更好的未来。

小雨在北京一所市重点小学读五年
级，即将面临小升初的小雨妈妈想得很
明白：“减负以后，校内教育只能‘吃饱’，
要想‘吃好’还得上课外班。虽然北京小
升初不考试，但靠派位上好中学的几率
太低了。很少有家长心甘情愿地等着派
位，毫无作为。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推进
教育均衡化，但优质教育资源注定是稀
缺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择校竞争也
将长期存在。虽然很多普通学校也并入
了好学校，但实际水平还是差别很大。
就算进了好中学，还有分班考，实验班和
普通班的生源、师资、难度、教材等差别
也不小。考试永远存在，想要胜出就不
可能绕过培优班。”

其实，课外班除了压力山大的培优
班，还有比较轻松的兴趣班。既有钢琴、
小提琴、二胡等音乐教育，也有舞蹈、美
术、书法等才艺培训，还有游泳、击剑、网
球、跆拳道、围棋等体育主题和机器人等
科技课程，种类繁多，走的是素质教育的
路线，也更受孩子们喜欢。

问起为什么给孩子报兴趣班，家长
们的心态就放松多了。念念妈妈说：“网

球、钢琴、舞蹈这些都是她自己想学的。
我们也没规定目标，比如钢琴要考几级，
更没打算让她走特长生的道路。只要她
喜欢，有点熏陶就可以了。”宁宁妈妈说：

“现在的孩子能有这么多的兴趣班上，也
是一种进步。不像当年我们为了高考，
所有的兴趣都要放下，长大后连个爱好
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选择更多，可以多
尝试，找到真正自己喜欢的方向。”这种
想法在“70后”“80后”的父母中很普遍，
作为应试教育制度下长大的一代，他们
对素质教育有着更多的期待。

课外班也有正能量

无论是培优班，还是兴趣班，都占据
了孩子们大量的课余时光。上这么多
课，家长们总觉得孩子很累，有些孩子也
很抵触。

最近，网上盛传的一个五年级小学
生作文《烦恼的事》，说的就是课外班。

“每天不是上学就是兴趣班，一周排下来
将近10个兴趣班，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受
到限制。星期三的素描，星期四的体育，
星期五的阅读、奥数，星期六的英语、击
剑，星期日的语文、数学、篮球等，所有课
上完了还要上学，总觉得现在自己很像
大学生。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上了
那么多班，成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
实只有中上等。”

在孩子们眼中，课外班真是这么沉
重的负担吗？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孩子
觉得课外班挺有意思的。这倒有些出乎
意料。

嘟嘟上了 6 个课外班，有新东方英
语班和学而思数学班 2 个培优班，还有
钢琴、游泳、舞蹈、美术 4 个兴趣班。“学
而思讲课时放动画片，做作业用pad，就
像闯关游戏，攒积分还能换礼物。不过，
我最喜欢的还是新东方英语班，因为老
师在上课时总带我们做游戏，课间还有
疯狂动物城、哈利波特等英文电影看，万
圣节、圣诞节老师还会发小礼物。”

嘟嘟的同班同学琪琪，9月开始上学

而思数学班。琪琪姥姥说：“本来我们是
看着很多小朋友报了，也跟风报的，担心
她不喜欢。没想到她觉得挺有意思，把
练习册做完了还想做。”在北京西城区上
学的涛涛觉得，课外班就是和不同群体
的小朋友一起玩，借机认识了很多新
朋友。

不可否认，学习本身是有乐趣的。
看待课外班，也要辩证看。虽然培优班
学习的内容比课内更难，但授课方式却
更灵活多样，并擅长用多媒体课件、奖励
机制等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对开拓
思路、提高成绩确有帮助。

在孩子们看来，兴趣班就更轻松
了。“我在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上的第
一次美术课，老师居然用吸管画画，太有
意思了。”嘟嘟还记得老师带她们外出写
生，自然博物馆画蝴蝶、动物园画火烈
鸟、玉渊潭公园画五孔桥……除了画画，
她们还做过轻黏土的门环和莲花、衍纸
做的母亲节贺卡。“这个班是美术兴趣，
就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对美术的热情，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不用纠结孩子画
得多么好，而应该看重他是否养成了欣
赏美的能力，这是受益终生的。”果老师
告诉记者。

课外班的正能量，在体育类课程上
体现得更明显。在“70 后”“80 后”上学
时，常常为了学习放弃体育课，现在这代
人成为父母，更重视体育的价值，体育班
成为课外班套餐的必选项。杨岳给儿子
报了一个英语班和篮球、跆拳道、游泳3
个兴趣班。“学校每天一小时运动时间，
实际上并不够。男孩子就需要多运动。”
涛涛从4岁开始学游泳，刚满7岁就考了
深水证，一次课能游1500米。“有个好身
体最重要。他喜欢游泳，也养成了每周
游泳运动的习惯。”涛涛妈妈说。嘟嘟周
末经常跟爸爸妈妈去专业羽毛球馆打
球，在爸爸辅导下，“和平球”最多能打
100 多个来回。“运动会带来快乐的感
觉，对学习还有帮助。我打算等她游泳
班学完了，明年报个正式的羽毛球班。”
嘟嘟爸爸说。

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大多数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都会在

学校教育之外再报几个课外班——

找回快乐童年真的无解吗
端 然

一说起培优班，家长们总是叹气，今
天的孩子太累了，我们当年可没这么累。

确实，培优班就是近10年来悄然兴
起的。以前，绝大多数孩子只需要在学
校认真上课，就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只有
学习不好的孩子才去上补习班；现在，想
要拔尖的孩子必须去上培优班，单靠校
内教学已经很难实现。

虽然教育减负一直在推进，但是课
内减负课外补，培优班的市场越来越火
爆，还诞生了新东方、好未来（学而思母
公司）两家上市公司。据统计，2016年我
国课外辅导教育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
加学生超过 1.37 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
达到700万人至850万人。

培优班不敢不报，即便能拖延一时，
早晚也要“入坑”。这是父母们面对的残
酷又无奈的现实。那么，孩子们还能拥

有一个快乐童年吗？在笔者看来，还是
有方可循的。抱怨孩子太累的是家长，
不断给孩子报班的也是家长，找回轻松
的关键其实还是家长。

首先，父母们要走出思想误区，快
乐童年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养，快乐教育
也不等同于课内简简单单、课后作业
寥寥。

总有人羡慕美国的快乐教育，但他
们可能并没有认清美国教育的实质，美
国正是因为教育的分层导致了社会阶层
的分化。在美国，接受大众教育的孩子
确实学得比较简单，但是接受精英教育
的孩子一样要上很多课外班。深受应试
教育之苦的日本从2002年开始推行宽松
教育政策，减少授课内容和时间。但
是，因为这代人学习能力普遍下降，最
近日本宣布放弃宽松教育政策。今天的

中国，精英教育仍在不断扩大。想让孩
子在以后的升学和社会竞争中胜出，就
得打好学习基础。“自在不成人，成人
不自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付出
辛苦和努力。

其次，父母们要分清课内教育和
课外辅导的主次。虽然培优班有助于
提高成绩，但只能当作是学校教育的
有益补充。有的孩子把主要精力放在
了培优班上，课堂上心不在焉，这是
本末倒置。学而余力的孩子可以参加
培优班，但前提是把课内知识学好。
一味靠抢跑、刷题取得的好成绩也是
暂时的。如果没有打牢知识的基础、
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最终也会后继
乏力。

第三，父母们要掌握好学与玩的平
衡。一方面，在汹涌的报班大潮中，避

免盲目跟风，理性分析自己孩子的长处
和短处，选择最适合的课外班，不求数
量，更重质量。在孩子低年级时，可以
多尝试兴趣班，多做素质教育的加法；
待孩子到了高年级，考虑侧重培优班，
提高成绩。

另一方面，给孩子留出玩耍、休
息、放空的时间。毕竟还有很多东西不
是学校教育和课外班能给予的，孩子要
学习的不只有知识。性格的完善、情商
的养成、社交能力的锻炼、责任感的形
成、对自然的热爱……这些都是孩子一
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很多都需要在与小
伙伴的游戏中慢慢习得。既要玩好，也
要学好，掌握好这个微妙的平衡，需要
心理强大的家长。如果孩子能够从父母
身上学会这个能力，对他的未来也将大
有裨益。

中 国 儿
童中心的素
质教育舞蹈
展演让每个
孩子都有登
上舞台的机
会。

来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