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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之声

同享一片蓝天

——记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融合教育活动

2019 年 11月 4 日上午，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小学部师生走进实验二

小玉桃园分校参加周一升旗仪式暨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

上午 9：50，温暖的阳光洒在操场上，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小学部的

师生们和实验二小玉桃园分校的师生们一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升

旗仪式暨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学校在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后，进

行了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由玉桃园分校的同学们和启喑

学校的同学们分别进行了啦啦操和武术操表演。启喑学校的同学们虽然

听不到音乐，但是在房彪老师的指挥下，非常整齐地表演了一套武术操。

他们充满朝气的表演得到了玉桃园分校的师生们一致的、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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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玉桃园分校的领导和老师纷纷向我校学生竖起了大拇

指，她们表示看到了聋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团结一致的集体荣誉

感，这也是对她们普通学生的一次深刻教育。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中午，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初中部全体学生来到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开展融合教育活动。本次活动是两校初中学生

的篮球友谊赛和启喑学生表演的武术操两项内容组成。

本次篮球友谊赛是三对三比赛，上半场是教院附中队对启喑学校

队，经过激烈的争抢、运球、投篮，启喑学校用 7:3锁定胜利。

赛场休息时，启喑学校初中部的同学们表演了武术操，他们严肃认

真的态度和整齐划一的动作赢得了在场所有师生的热烈掌声。教院附中

的同学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书签赠送给启喑的同学。

下半场两校学生混合编队，分成橙、绿两队进行比赛。混合编队后，

两校队员先进行简单沟通，随即按照战术展开精彩的比赛，最后绿队以

3:1的成绩取得胜利，融合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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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普校和特教学生的深入融合，经过混合编队，孩子们在比

赛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已经达到无障碍交流的境

界。通过深入的融合活动的开展，两校学生之间建立起了友谊的桥梁，

特殊学校的学生建立了自信，为他们融入主流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西城区中小学乒乓球团体赛 启喑名列三甲

2019 年 11 月 17 日，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组队参加了西城区中

小学乒乓球团体赛，由魏涛老师带

队，队员分别是苏鑫鹏、刘松涛、

潘守军三名同学，最终获得了高中

男子组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冠亚

军分别被师大二附中、北京四中获

得。

一天的比赛孩子们收获满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小组单循环，第二阶段淘汰赛，最终以小组第三勉强进入八强，

八强中碰见第一个对手是鲁迅中学，最终 3：1获胜，四强中再次

碰见小组赛的老对手西城实验，上午小组赛曾 1:3 输给对手，下午

采用了田忌赛马的战术，开始大比分 1:2 落后，最后由苏鑫鹏、刘

松涛连扳两场 3:2 反败为胜，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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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捐书整理书架”志愿服务活动小结

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期间，支部号召党员教师

为营造书香校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主要内容一是帮助学生对班级

内和公共区域的书架进行清洁整理，查看书架上的书籍是否符合该年龄

段的学生阅读；二是捐赠家中闲置的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书，特别是适

合低年级学生阅读的绘本。

志愿服务活动以组为单位开展，党小组长精心组织，党员们积极行

动、积极参与，各组均按时完成了任务，并上交了活动总结和捐书明细

表，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党员共捐书约 600 本，其中第一党小组 227

本；第二党小组 97本；第三党小组 191本，第四党小组约 100 本。

党员们在献爱心活动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调动学生阅读的

积极性，如何将爱心持续下去，成为陪伴学生阅读成长的持续动力，比

如：在低年级适时开展师生共读一本书活动；在高年级联合图书馆开展

一些鼓励学生读书的活动；定期更新筛查学生的书架，确保书籍的适用

性和可读性等等。

此外，支部还从“书香校园——党建创新项目专款”中特批近千元

为小学各年级的学生有针对性地补充购买了一些新的绘本。

希望全体党员能够持续关注学生的阅读，将好的想法尽快落实到行

动中，为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为书香校园的建设奉献更多的爱心，做

出更多的贡献。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9 年 11 月刊）

5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9 年 11 月刊）

6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9 年 11 月刊）

7

二、启喑故事

教师篇

潜心指导，为学生筑梦前行

刘海鹏

不同的学生有着不一样的梦想。梦想会

促使你干劲十足不断前行，梦想会给你增添

魔力去获取实现那一刻的喜悦。已毕业的小

聂发来短信说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开了自己

的西点店；小迪来校问我“刘老师还记得高

一时您让我写的梦想是什么吗？我实现了

梦想，现在希尔顿集团某酒店做着喜欢的工

作”……是呀！做为有 24 年教龄的班主任，我为我的学生骄傲，因为我见证了学

生在启喑职高追逐梦想的全过程。

班主任工作有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学生梦想的引领者”。要在茫茫大海里

像灯塔一样去引导他们找到目标，达到成功的彼岸。

今年夏天，我又获悉一名学生的好消息——张泽的魔术师梦想成真了。多才多

艺的张泽，在校期间是面点实践活动的制作组长，是每个月给过生日老师制作蛋糕

的蛋糕师，是学校科研月的职业技能展示中的调酒师。他的调酒展示受到了香港来

宾、教委和各学校领导的一致好评，他原来聋校的领导见到张泽的变化都感觉到不

可思议。

两年多的教育，张泽的精神状态和学习状态变化非常大，也使我看到：学生的

成长过程中，只要怀揣梦想、用心做人做事，一切皆有可能。

张泽是个从别的聋校转来的学生。起初张泽小毛病非常多，学习习惯也不好。

我费尽了心思还收效甚微，作为一个老班主任我就要投降了。通过观察我发现他课

上课下都不停地动，动什么呢——玩魔术、说魔术。这会不会是一个教育契机呢？

我决定试一试。当听说我把班里元旦演出的任务要交给他时，他是那么的兴高采烈；

在设计魔术表演的内容、顺序、服装等过程中，我看到了他少有的认真和严谨，就

像换了一个人。在家长、学校的经济支持下，经过多次的演练，张泽的魔术表演在

学校元旦联欢中获得了满堂彩！张泽成为了学校师生都熟知的明星人物，他常变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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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逗小同学们开心，还和老师们说要教他们变魔术！

看来，魔术真的是他兴趣和志向。那我何不进一步挖掘孩子的这个潜能，并借

此让他树立自信心，调动他的原动力，以点带面，帮他成为更优秀的人呢？为此，

我与他妈妈进行了多次交流，终于赢得了家长的支持。

孩子在家里得到了更多的爱与关注，改善后的亲子关系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在学校我常常和他谈心，使他能够立足实际思考问题，在发展兴趣爱好时，要

用能上舞台展示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素质；同时脚踏实地学好职

业技术，实现两手抓，台上台下一样优秀才能更让人信服。

张泽明确了方向，学习更积极主动了。张泽对魔术的痴迷也引起了的校长注意，

他对老师们强调：人的发展是多元化的，要想人尽其才，就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培养

和成长的空间，给学生搭建更多的展示空间。校长还亲自和张泽的家长进行了谈话，

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首先在平时就要以一个舞台上魔术大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形象的健美、行为的文雅、表演的尽善尽美；其次为锻炼他的特长学校会尽力

帮孩子搭建展示平台；最后希望家长能投入经费支持他特长方面的系统学习。

正是在家校合力的帮助下，张泽心中梦想的种子开始茁壮成长了。他是个明白

的孩子，多次谈话他慢慢领悟，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日常的学习中像琢磨魔

术一样用心学习专业技能，成为老师教学的得力助手，同学身边的小师父，在班级

承担的各项任务中都起到挑大梁的作用。在学校的精心安排下，张泽的演出延伸到

开学典礼上，展示在各级领导的眼前；深入到社区里，深得老人们的喜爱。在一次

一次的点赞中张泽的魔术表演一次比一次完美精彩，每次都能掀起演出的高潮！魔

术成为了舞台上的最佳节目，张泽也成为了舞台上的最佳明星。同时他也成为了班

上学习的标兵，达成了我们最初的职业技术、兴趣特长两手抓的目标。

带着启喑三年高中带给他的变化，张泽以优异的表现完成了在康莱德酒店的实

习并转为正式职工。在酒店的年度联欢里他再一次用魔术表演，赢得了公司上下的

关注与赞赏。

社会的认可，让张泽有了更多对梦想的坚定，在实现 “魔术师”的追梦路上，

他选择放弃一成不变的上班生活，加入残疾人艺术团这个更富有挑战和变化的舞

台。如今张泽正在残疾人艺术团参加着全国各地的慰问演出，他已经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舞台！

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在学生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和我的伙伴们会继续秉承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不忘特教“帮助每一位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

之人”的使命，潜心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努力在学生追梦的路上，成为学生的

筑梦人、引航人、护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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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篇

小勇不再叛逆，改掉坏习惯，做更好的自己！

我八年级的时候，从普校转到启喑

实验学校。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

同学们都比比划划打手语，我也看不懂，

我好像是个天外来客。后来是老师的耐

心、同学的真诚打动了我。我慢慢地适

应，并喜欢上了这所学校。

在普校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打

架、逃课、不听话、骂人、和老师对着

干等等。自从来到了启喑学校后，我慢

慢改变了，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我学到

了很多的知识，掌握了许多的本领，如尊重老师，该怎么学习，如何当一个很好的

课代表，如何每天认真学习，如何认真书写，如何上课注意听讲。

以前我不怎么爱学习，不爱写作业，来到了这里，有老师每天耐心地教我们，

我才开始认真学习；以前我不尊重老师，自从来到了这里，我知道了看到老师一定

要问好，要有礼貌；以前我特别不喜欢认真写字，写出的字弯弯扭扭，不成样子，

来到了这里，老师给了我字帖让我练字，让我一笔一画地写，让我改正书写不认真

的习惯。

在启喑，我学会了朗读和背诵古诗词，小学阶段的古诗词我都会背了，正在背

中学的古诗词。我也爱上了朗读，每天早晨老师让我带着同学朗读课文，背诵古诗，

我对朗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朗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我以前数学一般，也不感兴趣，来到了这里就不一样了。老师仔细教我们动脑

子思考问题，想想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什么，老师教的是方法，我学会了学习方法。

数学老师特别有耐心，仔细给我讲解解题方法，如果还不明白，就给我画图，写在

纸上，现在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很快。

体育方面，我以前踢过足球，也打过篮球，但打球技术都已经生疏了。是启喑

的体育老师手把手教我踢足球，打篮球，我逐渐掌握了方法，球技也提高的很快。

我参加了校足球队，在这里结识了很

多的好朋友，我懂得了没有汗水就没

有收获的道理。

我的其他科目也都有所提高，这

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老师们的帮

助，我要谢谢老师，谢谢学校的提供

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如

果没有这个学校，我恐怕就没有我今

天的进步。

启喑学校给了我知识，给我了成

长的空间，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要继续努力，把一些没做到的要做到做好，

改变一下自己，努力学习，珍惜自己的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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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理论

新课标理念下聋校语文“三生课堂”的建构与实践

●见玉娟

【摘 要】 随着《聋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6 年版）》的颁布实施，聋校

语文课堂教学的改革正逐渐走向深入。针对部分聋校语文课堂存在教学模式单一、

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强等不足，构建生活、生本、生态的“三生课堂”，可以有效实

现新课标育人理念的落地生根，全面提高聋生的综合语文素养。

【关键词】聋校；语文教学；三生课堂

长期以来，一些聋校的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满堂灌，学生

静静听。教师的“讲”代替了学生的“学”，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方法单调，教师总是

害怕学生不理解，而一味地讲解，不敢放手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学词学句

教学枯燥乏味，阅读教学详尽分析，作文教学千篇一律。这样的教学模式忽略了

语文与聋生生活世界的联系，忽视了聋生学习语文的特点，忽视了生命成长的应

有态势。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训练。长此以往，聋生的语言表达词序颠

倒现象严重，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始终无法得到提高。

《聋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6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强

调：要构建大语文教学观，要营造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堂，全面提高学生的语

文素养［1］。为达成这一教学目标，教师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把“生活、

生本、生态”根植于心，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聋生的学习积极性，切实提高聋校

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是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精髓。他提出“生活

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倡导“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来

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2］陶行知先生的这些论断诠释了生活教育理念的

内涵和精髓。《课程标准》也指出：“要充分利用学校、家庭和社区等教育资源，

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拓宽聋生的学习空间。”［3］美国教育家华特认为，“语

文的外延与生活相等。”《课程标准》强调让聋生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在实践

活动中学习。在《课程标准》理念下，作为一名特教学校的语文教师，更应该认

识到生活教育的真谛。大力践行生活教育，用生活教育理念来指导教学，实现教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9年 11月刊）

11

学与生活的接轨，切实提高聋生的语文素养。

（二）生本教育理论

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认为：“学生是 教学过程的终端，是教育的主体。

教育必须一切为了儿童，高度尊重儿童，全面依靠儿童。对学生的尊重是生本教

育的本质和基本原则，其关键是从内部和外部去了解孩子。”［4］生本教育理论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以充分尊重学生为宗旨，是真正把学生放在首位的。

强调教师心中要有“人”，聋校语文课堂遵循生本教育理论，要求教师心中装着

聋生，从内部和外部去了解聋生，真正把聋生的需要放在教学的首位，去设计教

学，使聋生积极、主动、活泼、健康地成长，进而促进聋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只有坚持生本理念，才能使特殊教育呈现 “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良好盛景。

（三）生态教育理论

“生态教育理论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

将生态学思想、理念、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教育的生态学过程。”［5］

生态教育是一种顺应自然的人性的教育，更强调全社会自觉形成一种生态意识，

它是一种终身教育观，应该引起所有人的重视。对于有生理障碍的聋生来说，他

们的教育还必须从生态平衡的角度，顺应其自然规律，顺应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教师在课堂上要积极创设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态课堂，通过创设情境，因材施教，

引导不同层次的聋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形成学以致用的能力，最终获得全

面的发展。

（一）立足聋生的生活经验

聋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较窄，加之部分聋生没

有接受过学

前教育，语言积累匮乏，理解能力较弱。很多与他们生活经验较远的知识和较为

抽象的概念

他们较难理解。“三生课堂”要求教师一定要以聋生为本，立足聋生已有的生活

实际，积极建立新知识与聋生生活之间的链接，以帮助聋生直观地理解语文知识。

要把聋生放在课堂的正中央，从聋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去设计教学、设计问题，基

于聋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去建构课

堂。

如笔者在教学聋校第四册《床、床单》、第六册《自选商场》时，为了充分

利用生活场景，更好地帮助聋生理解知识，笔者事先准备好词语卡片、小黑板等

教具，把聋生带到宿舍、超市，在宿舍、超市进行现场教学。由于是在聋生熟悉

的、具体的、直观的生活场景中教学，建立了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

学生学得兴趣盎然，教学效果出人意料。在聋校的语文教学中，能在实际生活场

景中教学的，就应把聋生带到具体的场景中；不具备条件的，也要积极创设情境，

如利用实物、图片、视频等，还原生活，引导聋生在生活情境的启发下，积极思

考，深入理解，进一步落实《课程标准》的理念，推动聋校的课堂教学改革，提

高聋校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升全体聋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打好基础。

（二）立足聋生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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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生由于致聋原因不同、父母教育理念不同、学前教育程度不同、个人学习

能力不同、入学年龄不同等，在认知能力和水平上的个体差异很大，要求教师在

教学时立足聋生的个体差异，实施个别化教学。

首先，根据学生间的差异，依据“最近发展区”理论，制订分层教学目标，

针对每个聋生的特点，制订适合的个别化教育方案，这是保证教学有效性的前提。

其次，根据不同聋生的学习和认知特点，采取适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教学支持策略等，比如有的聋生有残余听力，教师就应该对其加强听力语言训练；

而有的聋生听力损失严重，就必须用手语进行沟通和交流。

最后，还要制订不同的分类或个别辅导计划，基于聋生不同的学习能力，可

利用同桌之间互助，教师个别辅导等形式，制订帮扶的实施策略，真正让优等生

“吃得好”，中等生“吃得饱”，学困生“吃得合适”。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要立足聋生间的不同特点，尊重聋生间的个体差异，针

对学生的“最

近发展区”设计教学，让各类学生都能学有兴趣、学有方法、学有所得。

（三）立足核心素养的培养

“2016 年，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基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

核心，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提出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6］对于生活在无声

世界里的聋生来说，语文教学的目标也要基于核心素养。教给他们最基本的语文

知识，培养听（看）说读写的能力和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和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教给他们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培养他们成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人，是每一个聋校语文教师面

临的重要任务。语文教学中，要以核心素养为基础，从聋生现有的学情出发，利

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利用不同的教学时空，把培养聋生的核心素养真正抓实

抓好。

“三生课堂”的建构与实践是贯彻落实《课程标准》的现实需要，是培养核

心素养的时代要求，是促进聋生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教师应坚

持以生为本，在“三生课堂”中全面提高聋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聋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6 年版）［S］.2016.

［2］胡晓风.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4］郭思乐.教育走向生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5］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荀步章.学习是怎样发生的［J］.江苏教育，2017（7）.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特殊教育学校，23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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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他山之石

南方人很少用“您”

最近，“您把名儿改改”一句上了热搜，网友们吃不准这句话是褒是贬，尤

其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您”字到底怎么用才是正确的？为什么

可以用于尊敬和不尊敬两种不同的语境中？

“您”最早出现于金元时期的杂剧中，如《梧桐雨》：“杨国忠已杀了，您

众军不进，却为甚 的？”《赵氏孤儿》：“将您满

门良贱，尽行诛戮， 尚有余辜。”最开始“您”是“你”

的俗字，意思跟“你” 一样，并没有尊敬的意思，《篇

海类编》：“您，俗 你字。”上面提到的《赵氏孤儿》

中，使臣假传王命， 要杀尽赵氏，却对赵朔称“您”，

这并不是尊称，只是 表示“你”。

另外，“您”的语义也缩小了。古代它可以代称一人或多人，如《西厢记》：

“不索打官防，教您夫妻尽百年欢偶。”这里的“您”就指张生和崔莺莺二人。

而现在“您”专指一个人，如果超过一个，一般用“您两位”“您几位”。

南北方在“您”字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北方（主要是北京）地区，“您”

字被频繁使用，不分场合和对象，对长辈、平辈和晚辈都可以用，比如，某北京

大爷哄孙子：“没必要，您这样真没必要。”这一方面是因为北京话发音靠后而

且鼻音重，发“nin”这个音很自然；另一方面是相声的传播，让“您”字频繁出

场。北方人从小听相声长大，“您”字张口就来，而南方人用得较少，很多南方

地区的方言（如粤语）中没有“您”这个字或“nin”这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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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对尊长必称“您”。人们很看重“您”的尊称意义，在有些规矩大

的老北京家庭，子女必须称父母为“您”，比如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中，马

走日因为武七少爷求他办事没有称“您”而感到不悦。

南方人不看重“您”的尊称意义，甚至有些排斥，南方的长辈们不习惯被称

为“您”，大家都没那么正式。“您”在南方用得最多的场合，是小学生在学校

里学习时，比如有篇课文为《老师，您好！》，脫离了那个环境，就不太会用了。

在北方，“您”可以表达各种语气，它可以表示尊敬，也可以是泛称。北方

人一般对不太熟悉的人称“您”，对于熟人则会称“你”表示亲近，平辈之间也

是如此，甚至连骂人都可以一口一个“您”。在熊猫直播中，曾有一位旷世奇才

“药水哥”，跟观众连麦对骂“您配吗”，足足对骂了一个通宵，使得“您配吗”

一度成为网络流行语。还有“您脑子有病还是咋的”“您可拉倒吧”等口语，如

果被南方人听到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南方，“您”只有尊敬的语气。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优雅而准确地使用“您”字呢？

首先要与时俱进。现在“您”字已经专门表示第二人称敬语了，就应该在正

式场合，对尊长称“您”以表示礼貌，如“叔叔您好，给您鞠个躬”。其次要入

乡随俗。语言的运用也要看当地的文化环境，比如到了北京，就可以多用“您”

字，在南方地区，口语中尽量少用“您”，否则被人嘲笑也是有可能的。最后要

遵循规范。比如，“您们”这个词虽然用得较多，但还未收入《现代汉语词典》，

但日常生活中也不必过于排斥，毕竟语言容易积非成是，也许某一天“您们”就

合乎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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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美文欣赏

爱竹

周作人

我对于植物的竹有一种偏爱，因此对于竹器有特

别的爱好。首先是竹榻，夏天凉飕飕的顶好睡，尤其

赤着膊，唯一的缺点是竹条的细缝会得挟住了背上的

“寒毛”，比蚊子咬还要痛。有一种竹汗衫，说起来

有点相像，用长短粗细一定竹枝，穿成短衫，衬在衣

服内，有隔汗的功用，也是很好的，也就是有夹肉的

毛病。此外竹的用处，如笔，手杖，筷子，晾竿，种

种编成的筐子，盒子，簟席，凳椅，说不尽的各式器

具。竹的服装比较的少，除汗衫外，只有竹笠。我又

从竹工专家的章福庆（“闰土”的父亲）那里看见过

“竹履”，这是他个人的发明，用半截毛竹钉在鞋底

上，在下雨天穿了，同钉鞋一样走路。不见有第二个

人穿过，但他的崭新的创意，这里总值得加以纪录的。

这时首先令人记忆起的，是宋人的一篇《黄冈竹

楼记》。这是专讲用竹子构造的房子，我因小时候的

影响，所以很感得一种向往，不敢想得到这么一所房

子来住，对于多竹的地方总是觉得很可爱好的。用竹来建筑，竹劈开一半，用作

“水溜”，大概是顶好的，此外多少有些缺点，这便是竹的特点，它爱裂开，有

很好的竹子本可做柱，因此就有了问题了。细的竹竿晒晾衣服，又总有裂缝，除

非是长久泡在水里的“水竹管”，这才不会得开裂。假如有了一间好好的竹房，

却到处都是裂缝，也是十分扫兴的事，因此推想起来，这在事实上大抵是不可能

的了。

不得已而思其次，是在有竹的背景里，找这么一个住房，便永远与竹为邻。

竹的好处我曾经说过，因为它好看，而且有用。树木好看的，特别是我主观的选

定的也并不少，有如杨柳、梧桐、棕桐等皆是，只是用处较差，柳与桐等木材与

棕皮都是有用的东西，可是比起竹来，还相形见绌，它们不能吃，就是没有竹笋。

爱竹的缘故说了一大篇，似乎是很“雅”，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归根结蒂是很

俗的，为的爱吃笋。说起竹谁都喜爱，似乎这代表“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提到

竹，差不多都感到一种“乡愁”，但这严格的说来，也是很俗的乡愁罢了。将来

即使不能到处种竹，竹器和竹笋能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运到，那末这种乡愁已就

不难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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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心驿站

垃圾

我家有一台扫地机器人，但它每天除了清理杂物，就一个劲儿地围着我转。

我冲妈妈抱怨：“这个机器怎么老跟着我转？”妈妈说：“你不太懂人工智能的

想法，也许它认为你是家里最大的垃圾……”

撞门

今天我去上班，玩手机没看路，“咣当”一下撞在公司玻璃门上了。旁边很

多人围观，我好难堪。这时，旁边一个美女说道：“没事，这门经常被人撞。上

个月，就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的，眼镜被撞碎了，眼睛都出血了……”我尴尬地笑

了笑，指着我眼角的疤说：“上次撞的是这里……”

网约车

去外地出差，叫了网约车，左等右等都不来。我火大地打电话过去质问。司

机回复：“我早来了，找了半天都没看到你说的撑着黑伞的小美女呀，这儿只有

一个撑着黑伞的胖小子。”

哲学大师

最近在驾校练车，感觉我的教练简直是一位哲学大师。他问：“人和车的区

别是什么呢？”我们几个学员都摇头。他悠悠地说道：“车只有离合，人呢，人

有悲欢离合。”

二维码

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快餐店，只需扫描餐桌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点餐和付

钱。有个女同事点完餐把二维码发到微信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有人替她买了单。

我学着她点完餐也把二维码发到微信朋友圈。沒人替我买单，反而不知道是谁帮

我点了 20碗米饭。

直播

老哥以直播为生，爸妈老骂他不务正业，气得要死。有一天，老爸喝醉酒，

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哥哥，坐在摄像头前，劝说观众不要刷礼物，劝说年轻人不

能沉迷网络，慷慨激昂地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不承想，那天老爸收

到的礼物比老哥还多，这下好了，爷儿俩都玩物丧志了。

懒

我妈跟我打电话时经常说“嗯”，而跟我聊 QQ 时，经常说“哦”。我问她

为啥，她说：“打字的时候，‘嗯’要按两下，‘哦’只要按一下;打电话时，‘哦’

要张嘴，‘嗯’不用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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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奇趣荟萃

唐诗极简史：29 首巅峰唐诗，重温大唐盛世 289 年（之五）

（摘自网络）

《全唐诗》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唐诗四万八

千九百多首，我们可以只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唐

诗极简史。

薛涛

才貌双绝的薛涛，一生未嫁。

8 岁的时候，她站在自家院子里和父亲联诗，里面有一句“枝迎南北鸟，叶

送往来风”，其父看了以后，深觉这是不祥之兆。后来的事实竟惊人地印证了父

亲的预感，薛涛从良家子沦为官家伎。

《送友人》 薛涛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昔人曾说这位万里桥边女校书“工绝句，无雌声”。四万八千首的《全唐诗》

收录了她八十一首诗。比很多的男诗人要多。

当成都的薛涛名动一城的时候，

洛阳的韩愈正在没完没了地准备考试。

公元 786 年，韩愈第一次到长安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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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但是韩愈的应试之路并不顺利。

788 年，他第一次应试失败。

789 年，第二次应试失败。

791 年，第三次应试失败。

792 年，第四次，终于考上了进士。

当时恐怕没有人能想到，日后，这个屡败屡战的小子会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宋八大家之首。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是考上进士的韩愈，做官仍然不太顺利。

直到 50 岁，他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马上，两年后就因为阻迎佛骨

事遭贬谪，贬到潮州，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

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

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这番心情，想来是很恶劣的，“来收骨头”的话都说了出

来。

不过他终于活了下来。而且，在 54 岁时，声望和仕途都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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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87 年，著作左郎顾况家里，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他说他叫白居易。

居易

顾况看了看这个少年的名字，当场笑道：“长安米贵，白住可不大容易。”

但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禁

不住拍案称绝：“你这孩子，你想住哪儿都可以！”

16 岁的少年，就此扬名京城。

《问刘十九》 白居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多少年后。白乐天走过了他的大半人生路。

遥想 11 岁相遇湘灵，30 岁结识元稹，人间种种，正是：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他终于从苦愁多病的中年，走到了旷达乐天的暮年。

他向对面的刘十九举起酒杯，只问一句：能饮一杯无？

刘十九背对我们。

这会是排行十九、刘禹锡的堂兄刘禹铜吗？毕竟，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关系曾

经那么惺惺相惜。

公元 793 年，刘禹锡、柳宗元进士及第，元稹明经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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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得意的他们，料不到接着便是中年剧变。

禹锡

刘禹锡 22 岁便中进士，当上监察御史，24 岁授太子校书，可谓前途一片光

明，却因参与永贞变革被贬 23 年之久。一封朝奏九重天，突然从人生巅峰跌到

了谷底。

二十三年以后，刘禹锡被召回。途经扬州，终于见到了同年出生、唱和已久，

却素未谋面的白居易，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居易为刘禹锡的遭遇打抱不平：“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而老刘只是畅怀而饮，醉中大笑。

他睥睨一切的眼神中，是否一掠而过朗州的秋云、玄都观的桃花？

长安城的桃花向来有名。

公元 796 年，人们并不得记崔护进士及第，

记住的是他的“桃花人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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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健康随行

生病了，吞个机器人

早在 2014 年就有专家预测，微型机器人在医学领域发展的首个壮举将是治

疗癌症，机器人可以直接将药品输入癌细胞中，其只会击中受损细胞，并不会伤

害健康细胞。如今这个预言即将变为现实。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可以在血管

和体液中游动的柔性机器人，能在有黏性或快速流动的液体中“游泳”，有望在

未来将药物送达人体内的病灶组织。

对于传统的打针或者口服药物来说，在经过人体内循环最终到达病原处时，

药物的损耗必然已经相当大 了，因此打针 /

口服药物的剂量必定大于实 际所需的剂量。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许多 药物的说明书上

也会明确标注有伴随服用药 物而来的不良反

应，所以直接将药物送到疾 病的根源处能够

获得最大的药效以及最小的 副作用。

在研究人员发布的视频 中，这些机器人

非常灵活，可以在液体中快 速运动，包括一

些黏度较大的液体，例如蔗 糖溶液。它们还

可以在有許多弯曲通道的玻 璃管中改变形

状，自由穿梭，然后恢复到 原来的大小。

这些微型机器人还可以在胃模型中承载 91.4 毫克的胶囊，“驮”着胶囊快速

前进。

这项研究已发表在《科学进步》杂志上，主要研究人员 Nelson博士介绍说，

这种微型机器人仅有 5 毫米的长度，是由含有磁性粒子的水凝胶纳米复合材料制

成的，因此可以被磁场控制运动的形状和速度，同时也可以被“预先编程”，不

需要被传感器控制。它们可以自由地出入人体狭窄的血管，并能通过改变自身的

形状和速度来适应环境。微型机器人能够高效移动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细菌体

外具有灵活运动功能的细菌鞭毛。

技术上，微型机器人参考了日本古代的折纸艺术。研究人员将水凝胶纳米复

合材料折叠成 3D 形状，并模仿细菌鞭毛设计出螺旋桨状的延伸，可以让微型机

器人适应环境在人体全身游动。当微型机器人遇到黏度或渗透浓度的变化时，它

们会改变形状，以保持速度和灵活度，而不会失去电磁场对它们运动方向的控制。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他们将改进机器人在体内的前进方式，以此更好地适应

人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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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心灵小憩

请停止自我破坏

你也许有这样一个朋友，她想要调整自己的职场路线，打算向现

在的老板提出培训请求，你鼓励她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你为她提出了

很多建议，但是很快你发现她渐渐打起了退堂鼓，小心翼翼地一点点

表现出她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尝试，她把一切潜在的困难都列了出

来。她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其实是一种自我阻碍和自我限制

的心理在作祟，即使她看上去可能并不想要失败。

这种心理机制被心理学家称作“治疗师杀手”，它在某一类心理

治疗进程不断遭遇挫败的患者身上经常出现。他们的大脑像是喜欢“恶

作剧”一样，让他们的行为失常，不停地优先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决定。

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表现就是一个人进入自我破坏进程的开始。

错误的决定与智商无关

法国心理学家伊夫-阿莱克桑德·塔尔曼解释说：“他们通过不停

地抱怨来引起别人的关注，并且自相矛盾地停留在自己无所不能的幻

想中。”在他看来，自我破坏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它是通过一些让

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而展现的，而做出不可思议的决定与这个人的智商

毫无关系。

心理学家将自我破坏的心理机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原因归于

外界，例如社会、家庭或妨碍自己成功的同事；另一类则是给自己强

加各种限制，将一切理由归结到自己身上，例如“我太老了”、“我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9年 11月刊）

23

太懒了”等。在第二种机制中，缺乏自信以及自我低估起主要作用。

法国精神科临床医师迪迪埃·普勒认为，这两种体系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对现实持续地不接受，从而导致患者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从

今以后我要对一切都保持怀疑”，或是“从今以后我什么都不尝试了，

因为我不配”。

自我破坏的表现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美迪斯也曾是自我破坏心理机制

的受害者，他在自己的新书《把你的大脑从它的破坏分子手中解放出

来》里对这种心理机制进行了解析。他承认自己能够非常清楚地辨识

出那些“破坏分子”的“语言”，他说：“这种抑制自我的心理机制

有三个最常见的阶段：第一是持续性，例如一个想要创业却不敢尝试

的人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企业家，并且永远如此’；第二是个性化，

例如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我身上’；第三是扩大化，例如认为

‘所有的培训名额都已经被别人占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是

有这样的声音，他又怎么可能前进呢？”

有时自我破坏还会戴上一些“面具”。在所有的有害“面具”中，

克里斯多夫·美迪斯认为，最危险的是“不爱表现”和“夸夸其谈”。

“前者会让你在晚会上不去和任何人交谈，而后者则会让你看起来像

一个小丑，当一个人永远有笑话或是荒唐事要讲，别人又如何能够认

真对待他说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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