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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二十五年的时光，弹指一挥；九
千一百日的历程，波澜壮阔。在路桥
区金清镇，有一所学校，二十五年前
在滨海小镇雏形已成；有一个梦想，
二十五年前在村民心中孕育。它即是
从昨天走出，沐浴今朝明媚阳光的

“明珠”。12月 12日，在台州明珠外国
语学校二十五年华诞的前夕，记者走
访这所学校，探寻他们带给民办教育
机构的经验与启示。

校园见闻

午后的校园，书声琅琅。
“以前这是块荒地，有学生会在

这里玩耍。我们经过几个月的修整改
造，现在已成为学生的劳动实践基
地。它的面积有 20亩，10亩种花、10
亩种菜。有时我们会组织中学生走入
田间课堂，为他们提供实践锻炼的机
会，培养他们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台
州明珠外国语学校董事长陈宗川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一些学
生忙碌于菜园，还有一些学生徜徉于
冬日的花海。

为了锻炼劳动能力，使同学们在
毕业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近年来，
该校把农业生产与设立的经营管理
课目有机结合。

学校还把土地落实给各个班，由
学生自主管理。分得土地的班级自耕
自种，3月种植玉米，9月种植蔬菜，有
大白菜、芥菜、萝卜、菠菜等品种。丰
收时节，他们就从班级负责的菜园里
挖来新鲜的蔬菜，供应给学校食堂。
这样既有助于同学锻炼，增强经济头

脑，又能节省学校开支。
“辛苦铜钿快活用”，这种观念正

被越来越多的明珠师生所接受。
记者问现场的一位同学：“种菜

是否会影响学业？”她回答：“我们在
课余时间劳动，各班采取轮流的方
式。种菜开阔了视野，对同学们的学
业有益而无损。”

踏进学校食堂，爱惜粮食的氛围
浓厚，“少盛一点、吃净一点、再添一
点”的标语，使节粮意识深入人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节粮
宣传，餐盘里剩下的饭菜明显少了。
以前有个别学生随意性强，浪费现象
严重。通过劳动体验，他们知道了劳
动的艰辛和劳动果实的来之不易。”

陈宗川想得更多、更深：“中国是
人口大国，节粮要永远坚持。我希望
在学校，强化节粮意识不要一阵风就
过去了。”

教学舞台

农忙务农，农闲捕鱼，有空才去
学校读书，这是少年陈宗川真实的生
活写照。

他在新河中学念完初中，因家中
经济拮据，又逢“文革”，不得不辍学
在家。为了让母亲及弟妹过上好一点
的日子，1971年，15岁的他开始跟随
父亲出海，在风浪泥沙中讨生活。但
每次一有空，他便会捧书苦读。

1978年，他考入台州师专。1981
年 8月，他被分配到金清分水中学任
语文教师，从此与教育结下不解之
缘。

很快，他成了青年老师的标杆，
与数学老师徐跃明、物理老师金云地

一道，搅动了一池春水，给路桥教育
界带来活力。

之后，他调入金清中学，任该校
及下属8所乡级初中的语文教研组组
长，并任初一（1）班班主任。这个班有
个励志的口号：“有什么竞赛，我们定
能有什么获奖！”三年下来，又是一个
丰收年。

昔日为捕鱼人的他，逐渐成长为
故乡教育舞台上一位桃李满天下的
老师。

办校初衷

1998年 12月 17日，陈宗川创办
明珠外国语学校。它由原来的分水中
学改制而成，一所老教师记忆中典型
的乡村学校，如今早已告别老、破、
旧，换了新颜。

在当时，陈宗川行动之大胆，令好
多人费解。有人说，快50岁的他，从零
开始，想要证明什么？还有人说，他倘若
能成功，那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放弃“铁饭碗”，离开公办学校，
陈宗川并没有过多思量，他的决定也
得到了妻子的支持。陈宗川开玩笑
说：“即使我出去被打败了，回家还有
稀饭喝。”至今，台州明珠外国语学校
已有学生1300多人，甚至有从省外慕
名前来求学的学子。

陈宗川谈起创办这所民办学校
的初衷，源于这样一种现实：当地经
济比较发达，人们的经商意识很强，
但一些家长忙于经营，无暇顾及孩
子，只会给孩子钱打发了事，家庭教
育几乎为零，甚至起负面作用；周边
环境也不好，镇上个别网吧常有未成
年的孩子进出；本来应在学校好好上

学的孩子，有的竟然拉帮结伙，打架
滋事，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产生；还
有一些家庭出现变故的孩子，或者是
偏科厌学的孩子，在学校得不到很好
的照顾，成为教育中的“困难群体”。

“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就应该体
现在这些‘问题孩子’身上。为了给他
们找到一条重新走上坦途的路，撑起
一片温情的教育晴空，我想办一所寄
宿制学校，打算通过我们的努力，为

‘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孩子们的
发展搭建桥梁，实现一个教书人的真
正价值。”陈宗川说。

当时，陈宗川与当地教育部门签
订合同，由他负责办学、造校舍和招

师生。经过他的努力，路桥区教育部
门批准其成立路桥明珠外国语学校，
并任命他为校长。

但是，新办学校需要启动资金98
万元，单是首付款，也需要30万元。这
对陈宗川而言，无疑是一座沉重的大
山。1998年上半年，他就在求亲戚、找
朋友，挨家挨户地借钱中艰难度过。
直至学校招生开学，他才吃了一颗

“定心丸”。之后，他一直坚持以质量
立校、以特色强校，做教育的有心人，
做学生的引路人。

在办学中，学校逐渐形成“校内
无差生、管理无疏漏、教学无副课、育
人无小事”的“四无”办学育人理念和

“全面管理、全员管理、全程管理”的
“三全”特色管理模式，在同类兄弟学
校中崭露头角。

特色教育

今年 9月 10日，该校秉承“百善
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开启“以孝治
校”的先河，全体师生身着汉服齐聚
操场，隆重举行了“216孝道教育”启
动仪式。

活动在全体同学诵读《弟子规·
入则孝》中开场，同学们铿锵有力的
声音，响彻校园上空。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物皆有灵性，人应有孝德。”高二学生
罗敏瑜用洪亮有力的声音，诵读了

《为什么要孝敬父母》一文。感人的话
语，回荡在师生们的耳畔。

袁璐老师吟诵了《诗经》中的《小
雅·蓼莪》，满腔深情地吟出了诗人对
父母养育之恩的怀念，以及不能回报

父母的遗憾与痛苦。
高二学生王佳琪的母亲表示：

“学校开展孝道教育后，孩子的改变
很大。以前，孩子回家总是抱着手机
不放；现在的她，很愿意帮父母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这一活动让中华传统的孝道文
化根植于师生的心中，让美德润泽
心田，在全校营造了感恩父母的良
好氛围。

多年来，明珠就像一块强大的磁
石，深深地吸引着师生们。尤其在对

“问题孩子”的转化中，学校做出了不
少成绩。

陈宗川惦记着从明珠走出去的
许多学子。比如早年的学生吴东洲，
曾经无心读书、玩世不恭，在陈宗川
等师长的帮助下，他成长很快。毕业
后，他忘情于丹青，创作出不少佳作，
现成为国内80后知名青年画家，是中
国山水画创作院画家、中国山水画学
会会员；还有学生梁健，持续精进、自
强不息，现担任台州市薇丝蒂家纺有
限公司负责人……

如今的明珠外国语学校，山水田
园催生美丽经济，特色教育产业迸发
活力，成为全国 3A级民办教育放心
示范学校、全国先进民办学校、全国
奉献爱心优秀民办学校。陈宗川也被
评为中国优秀民办教育家、省民办中
小学“双十佳举办者”。

“办教育需要一种情怀。何为情
怀？我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心境和情
趣。”陈宗川说，明珠是梦开启的地
方，承载着他的荣光与梦想，“生有
涯，心无涯。今后，我们将抓住转型的
机会，拥抱美好的未来。”

在美丽的东海之滨，建校园、增学位、强师资——

乡村建起好学校

台传媒记者彭 洁文/摄
想打入“10后”的社交圈吗？
你还在唱“爱你孤身走暗巷”？

OUT了！
现在的社交暗号应该是——左

手盘个串儿或者葫芦，右手拿个手
账本，书包上挂着一串“咕卡”，兜
里再揣一沓卡。

盘

毫无征兆地，张晓读初一的儿
子在这天放学后，带回来两个圆滚
滚的小葫芦，说自己要开始盘葫芦
了。没过几天，她惊奇地发现，儿子
盘的小葫芦已经开始有光泽，颜色
也变深了不少。

“盘”，是来自文玩圈的说法，
就是通过在手中不断打磨，让文玩
产品的色泽变得油润鲜艳，就像被
赋予了生命一样，是一个很需要耐
心的过程。而这种叫手捻葫芦的盘
玩最高境界，是让它从黄色变色到

紫红，甚至
深枣红色。
事实上，不止是盘葫芦，在此

之前，盘手串已经在小学生中风靡
了许久。

手串儿的材质从塑料、玻璃到
石头的都有。盘法也很有讲究，单
颗珠子盘、叠着盘、揉着盘……家
住椒江的四年级小学生李星星向
记者展示了一种叫做“绕指柔”的
盘串儿手法。将手串儿拿在手里，
先扭成“8”的形状，再对折到一起，
用手指捻动珠子，手串儿就这样上
下转动起来。“我们班上盘手串儿
的同学都这么盘。”李星星说，“就
下课或者在家写作业的时候盘一
盘，不影响学习”。

DIY

你知道离型本是什么本吗？知
道小麻薯、卓大王、肉球是谁吗？知
道三丽鸥是什么吗？

这些，都是手账圈人士的最爱。
通俗地说，手账就是把手抄报

画在专门的本子上，再利用漂亮的
胶带、贴纸装饰。而离型本就是收
纳胶带的地方；小麻薯、卓大王、肉
球都是固定画风角色的胶带；至于

三 丽
鸥，那是一家

文化企业，拥有包括
Hello Kitty 在内的许多
卡通 IP，其中最受手账圈欢迎的是
玉桂狗、布丁狗、美乐蒂。

11月初，路桥人包雨婷发了这
么一条朋友圈：“当代小学生的爱
好就是做手账！10岁的小姑娘，只
要有点空闲就一个人在那里贴贴
画画写写，现在已经会自己在网上
下单买手账素材了，我是应该鼓
励，还是应该让她不要太沉迷？”

妈妈的迷茫，丝毫没有影响到
辰辰对手账的热情。“做手账要先
想一个主题，挑选出适合这个主题
的胶带和贴纸，再在手账本上排
版，写上想记录的事情或者列个计
划表，就可以了。”向记者介绍时，
辰辰眉眼弯弯，“看到这些可爱的
东西，你的心情不会变好吗？”

而咕卡，本质上跟手账没什么
区别，都是需要自己动手赋予其风
格和意义的，只是前者的上手门槛
可能更低。

撕下透明卡盘上的薄膜，拿起
镊子把各种主题的贴纸撕下，再按
照自己审美和想法，粘到透明卡盘
上，再用丙烯笔描上各种装饰，最

后配上一根小珠
链 ，挂 坠 咕 卡 就
完成了。其中，也
有许多门道，比
如 ，贴 纸 的 种 类
有 镭 射 的 、磨 砂
的 、亮 片 的 、流 沙

的 ；卡 盘 有 正 方 形
的、圆形的、心形的、花

形的，等等。
辰辰说班上有同学喜欢玩

咕卡，自己偶尔也玩，“我们玩的咕
卡是比较简单的，有玩得好的同学
会用奶油胶和 3D 贴咕文具盒、卡
片，做成礼物送给朋友”。

集卡

热衷于盘葫芦之前，张晓的儿
子喜欢的是集卡。

奥特曼、植物大战僵尸、蛋仔派
对、原神、叶罗丽等，这些受孩子们
喜欢的动漫游戏卡通人物变成纸质
或塑料卡片，覆上亮闪闪的膜和金
灿灿的镶边，再根据“SSR”“R”等稀
有度进行排序，装在一个小袋子里，
算是盲盒类玩具的一个分支。

张晓曾见到过两次“最夸张的
集卡”。“一次是在白云小学对面的
白云文具店门口，两个男孩子买了
一叠卡片，不想要的都扔了，想要
的就留下，扔了一地，我儿子还去
捡了几张；还有一次是在商业街的
一家文具店里，一个男孩子拿着一
本很厚的集卡本和 100元钱，特地
去买卡。”因为儿子集卡，张晓家原

来也有一两百张，包括在商场买的
价格不菲的正版奥特曼卡片。

“斗罗大陆、小马宝莉、叶罗丽、
奥特曼我都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喜欢那些卡，特别喜欢收
集。”下午5点多，椒江云健小学旁边
的文具商店里，五年级的小叶同学
花5元钱买了一包叶罗丽卡片。

别看这小小的卡片，也有很多
门道。比如现在颇受女孩子喜欢的
叶罗丽，“我买的这个是晶钻包，是
性价比最高的，重复的卡片少。最
贵的是梦幻包和星愿包，10 元一
包，拆出的款都挺齐全的；最便宜
的是魔法包和灵犀包，基本上都是
普通的卡，哑光的、不带闪。我最喜
欢的是冰公主和梦公主，但我希望
自己能集齐所有公主……”小叶的
语调飞扬起来。

看法

解压、喜欢，是在采访过程中，孩
子们在回答为什么会选择这些“社交
硬通货”时给出最多的答案。盘手串
儿和盘葫芦解压，做手账和咕卡既
喜欢又解压，集卡是因为喜欢。

心灵花园心理咨询中心心理
咨询师、心理健康指导师雷湘给出
了更深刻的分析，“不管是盘葫芦
还是咕卡，这些东西本质上和我们
小时候玩的跳皮筋、丢沙包没有区
别，都是出于社交的需要”。

“现在的孩子普遍都缺乏同伴
之间的相处，他们是非常孤独的。
比如说周末，孩子几乎很难约到同

龄的朋友一起玩，基本上不是在各
种兴趣班，就是在去各种兴趣班
的路上，他们几乎是没有自己支
配的时间的。就算在学校，为了防
止学生意外受伤等原因，孩子可
能也会被限制在教室里，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的‘社交爱好’都止于
这些小巧的、不需要什么活动空
间的‘小东西’。”

“另一方面，在学校里面，每一
个孩子都很珍惜和同学相处的圈
子，这也是为什么好像一旦流行什
么，所有人就在一夜之间都迷上了
这个东西。这其实就是孩子非常渴
望能有一种归属感，能够融入到这
个团体里面，害怕被团体抛弃，害
怕被团体所不接纳、被排斥。”

“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孩子会沉
溺于某种物品当中，会玩物丧志。
事实上，孩子玩什么都没有关系。
比如现在流行玩卡牌之类的，前一
阵子流行桌游，可能接下来还会流
行其他东西，这个东西是在不断变
化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
流行的东西一定是带有一种互动
性、社交属性的，如果我们能够给
予孩子更多自由的时间去和同龄
人互动、交流、试错，那么孩子的人
际交流能力会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社交需要也能够得到满足。”

“家长应该帮助、引导孩子找
到他自己内心喜欢的、热爱的东
西。只有这样，孩子才不会被某一
样物品，或被某一件事情，或者被
某个行为所吸引，陷入其中不能自
拔。”雷湘说。

盘葫芦、手账、集卡、咕卡……

“10后”的社交暗号

在路桥区金清镇，台州明珠外国语学校已走过25年风雨历程。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劳动实践基地 今年9月，该校启动了“孝道教育”系列活动。

手账手账

葫芦葫芦

集卡集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