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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80个实例告诉你
什么是“好的教育”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作为傅雷图
书馆的第一场活动，新书《好的教育》
日前的首发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参
与。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好的
教育》，其作者是教育学者史文杰。
书中提供了80个教子实例，叙述了
作者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成长的故
事，从多个层面呈现了家长教育、培
养孩子的经历和特点。

在讲座中史文杰说，好的教育是
远离符号化的教育，是让孩子从生活
中看到事物间内在的关联，让逻辑成
为他们生活中的自然语言的教育。他
提醒家长要理解和接受孩子的“人
性”，引导孩子心甘情愿地去刻苦学
习。史文杰说，强攻不如巧取，要善于
把孩子的嗜好“移植嫁接”到学习中
来，“以玩带学”，让高质量的玩耍带领
学习任务的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社
长曹建表示，教育出版一直是上海远
东出版社的重要出版板块，远东社也
一直在积极挖掘和开发高质量教育类
选题。《好的教育》一书历时三年打磨
出版，作者史文杰对东西方的教育模
式非常了解，他以自己孩子20年的成
长为素材，提供了一套科学教育、思维
教育和综合素养评价的实践方案。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丹

本报讯 作为上海青少年规格最
高的展览，第27届上海市青少年书
法篆刻展上周如约而至，大量优秀作
品于7月20日至8月11日在上海文
联展厅亮相。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随
着艺术普及的持续推动，以往青少年
书法篆刻展的“重书法，轻篆刻”的现
象有很大的改观，书法和篆刻呈现并
行发展的态势。

本次展览以“家风家训”为主题，
上海的青少年纷纷用笔墨书写家国
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
多年的普及，上海青少年的书法篆刻
热情被点燃。本届展览收稿件数达
历年之最，共计3075件，最终评选出
50件获奖作品、100件入展和150件
入选作品。而2017年这个大展收到
稿件仅1500件。

值得关注的是往届展览中出现
的“重书法、轻篆刻”的不平衡现象，
在今年亦有所改善。不仅篆刻投稿
数量增加了，质量也有提升，获奖入
展达10件，比去年多出了4件。这
些作品以秦汉印风为主，取法高古，
并能兼及流派印风。

上海文联专职副主席沈文忠告
诉青年报记者，上海的青少年书法篆
刻艺术能有长足发展，与近几年上海
市文联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特别注
重青少年学习书法的学识教育和指
导教师队伍的建设有关。动用社会
各方面有效资源，通过“书法进校园”，

相信若干年之后将会从他们中走出
更多的书法名家。针对青少年篆刻
升温的态势，展览结束后，组委会将在
投稿作者中遴选20人，开设青少年篆
刻学习班，由名家进行辅导。

当然，此次大展也反映出一些问
题。比如形式主义的抬头。一些参
赛作品追求所谓形式上的“创新”，刻
意地、装饰性地染色拼接，这显然是
受到一些成人书法的影响，偏离了书
法创作的本体，这也反映了书法教育
的一些问题。

上海书协驻会副主席潘善助在
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少年
学书法从临摹开始，难免停留在只学
其形而不注重学其神。此次大展通

过沉浸式体验、评选书法知识达人等
方式，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书法教育
形式，希望书法指导教师们不仅仅要
教会学生书写技巧，同时要注重教授
书法理论知识，做到真正的融会贯
通。不仅是培养青少年书法学生的
修养与素质，提升他们真正的、实际
的临摹与创造能力也是活动主办方
们的殷切期盼。本次比赛在评比之
后增设了面试环节，旨在迫切解决作
品真假的问题，为了进一步防止代
笔，杜绝作假现象，下一届青少年书
法篆刻展将进行相关改革，现场临时
命题或将成为突破口，这也是为了让
评奖结果经得起检验，促使更多青少
年脚踏实地地练好书法。

2019年上海市青少年书法篆刻展揭幕

显生机！不再重书法，轻篆刻

青年书法家徐宏斌在现场为孩子们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