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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维维 文/摄

目前，第四届上海荷花睡莲展在古猗园举行，
展览将持续至7月31日。园内的幽静曲水是一个
流动舞台，荷花、睡莲“仙子”竞秀风姿。

今年，古猗园在10000平方水域和百亩之园，展
示荷花品种300余种、睡莲品种200余种，同时大面
积展出“太空莲36号”、“太空飞天”、“舒广袖”、“太
空莲 3 号”、“太空莲 58 号”、“绿园紫绢”、“清波玉
环”等太空育种、辐射育种荷花新优品种。

据了解，本届荷花睡莲展的8组园艺景点和12
组小品均围绕“诗词看荷花”主题，通过立体绿化、
传统工艺、新优材料的综合运用，充分体现了莲荷
在古典园林中的诗情画意。栽植于公园瘦影碎月
轩前的“西湖红莲”已进入盛花期，该品种原产杭州
西湖，是大株型品种，它的花瓣较少，但长而宽，整
体呈碗状，花态规整优雅，结子量也很大。比起“西
湖红莲”，种植在公园九曲桥附近的“红建莲”花期
要更早一些，它是近些年古猗园内开放时间最早的
塘栽红莲，它的花色更加艳丽，整体花期也更长一
些，可达50天左右。

此外，古猗园还将推出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以
荷、莲、藕为主题的菜品、小吃，使市民游客品荷之
韵味、赏莲之雅趣，荷花旅行茶具、荷花笔袋、荷花
香包、荷花书签等文创作品也将陆续推出。

第四届上海荷花睡莲展在古猗园举行

灼灼荷花瑞 亭亭出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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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 诸德清 文/摄

由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杨
浦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
委员会办公室、杨浦区文明办和杨浦区
教育局共同主办的“2016年亚洲学习型
组织联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国际
研讨会近日在杨浦区社区学院开幕。

会议的主题为“当代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路径与方法”，指导单位是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和上海市学习
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
公室。教育部、市教委的领导，部分外
省市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实验区的
同行以及来自上海各区县的学习办主
任，区学习委21个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学习型社会联合体中的18个高校、企业
成员单位的领导，杨浦区各街镇分管领
导和文化办主任，区内外社区教育专
家、未成年人德育专家以及部分家长代

表、居民代表约200人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副会长周满生致辞，杨浦区副区长黄红
出席并讲话。杨浦区学习办与新加坡
宏见国际管理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举行了亚洲学习型组织联盟未成年思
想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和杨浦
区各街镇“一点学堂”的授牌仪式。

6月28日上午，部分国内外的与
会者先开了预备会议，会上颁发了

“亚洲学习型组织联盟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国外研究员”聘书
和“亚洲学习型组织联盟国家总干
事”聘书，并就怎样开展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这个主题进行了结构性
开放式研讨。28日下午，与会者实地
考察了杨浦区殷行街道、新江湾城社
区学校以及同济初级中学。

6月29日上午，杨浦区学习办主任
顾登妹、韩国釜山大学教授俞荣哲、新
加坡宏见国际管理学院院长肖金喜、
孟加拉卡里尔·哈伯学院教授HIMEL.
S.M.JOBAER、亚洲人才育成协会会长
鹫见典晓分别就《生命教育学习圈，回
归道德教育的本真》、《对韩国青少年
文化的理解》、《新加坡中小学思想道德
教育的特点与路径》、《印度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案例介绍》、《日本未成年人
道德教育的现状》作了学术交流。

29日下午, 日本地球村村长高木
善之、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蔡
清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
耀杰、台湾绅士大学校长林石青、泰
国邦帕空学院院长宋潘、马来西亚拿
破仑希尔培训机构马来西亚分校培
训与教育总监黄添发、上海市杨浦区
辛灵中学校长谢小双，分别就《地球

环境和我们的未来——为孩子们留
下一个美丽的地球》、《台湾青少年道
德实践与公民意识之培育》、《检察官
视野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微
观之道》、《运用系统思考强化青年人
的文化思想》、《泰国未成年人的教
育》、《马来西亚未成年人道德品格建
设所面临的挑战》、《教育是“慢”的艺
术》等作了学术交流。

如何立足传统道德教育模式、方
法在“互联网+”背景下传承与创新？
如何更有针对性地破解当今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矛盾与困
惑？如何更加实效地运用新技术、新
手段构架“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
体的道德教育平台？这些问题不仅
成为教育工作者的考量，也成为社会
所关注的焦点。

通过研讨会，与会的亚洲学习型
组织联盟总干事、亚洲及海峡两岸各
地的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就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所作的交流分
享和专题研讨；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场
合的各种精彩发言、观点碰撞和智慧
对话，使大家认识到：继承和创新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各个国
家和地区的共同使命。

聚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2016年亚洲学习型组织联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杨浦召开

杨浦区辛灵中学校长谢小双

教育是“慢”的艺术
上海市辛灵中学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这

里的学生都是带着“问题”进来的，而我们要做
的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用力、用心、用爱
去帮助他、温暖他、鼓舞他、改变他，把他带回
正途，走向新途，拥有坦途。

女孩小黛（化名）就是问题学生中的一个典
型例子。她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从小跟随母
亲生活。初中就不上课，经常逃学，出入网吧、
酒吧，而且屡教不改，她母亲和她原来所在的学
校没了辙。

得知情况后，我和我的团队找到了小黛母
亲，建议让小黛进辛灵中学就读，母亲一开始
是拒绝的。在我们第5次登门的时候，小黛母
亲提出“到学校看看看”。实地看过后，她终于
放下心，同意了。

但事情并不顺利，小黛住校两周后，突然翻墙
跑了出去，不见踪影。我们从下午找到深夜，跑遍
了学校周边的网吧、酒吧等娱乐场所，凌晨1点多，
在小黛家门口蹲守数小时后，终于“逮住”了她。

为了让小黛走上正路，我们一次次地上门做
家访。担心她再次逃学，每个星期一早上我亲自
到她家门口接她上学，周五又送她回到家。数月
后的一天，小姑娘说：“校长，你也挺忙的，以后不

用来接送我了，我会按时到校上课的，请你相信
我。”这一下，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

果然，小黛开始认真学习，到初三时，成了
一名尊敬老师、友爱同学、专心学习的好学生，
并以470多分的成绩考进了理想的中专。中专
学习期间，小黛母亲因违法被公安机关处理。
为不让无依无靠的小黛再“走老路”，我们到她
的中专学校说明情况，争取到减免一半学费的
助困待遇，剩下的学费则由我和学校分别负责
一半。平时还会给她充话费，过年了给她发压
岁钱，邀请她吃年夜饭，让她时刻感受到家的
温暖。现在她仍在继续读书深造，她说，以后
要挣钱，要回报社会。听到她的话，我们心里
也很激动，很欣慰。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转
变一个学生，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家
庭，就是为社会增添一份安宁。这是特殊教育
具有的特殊意义，也是特殊教育必须承担的社
会责任，我们责无旁贷。

特殊教育，是慢的艺术，要有不厌其烦的
耐心和持久的耐力，特殊教育更是心灵的教
育，要有无微不至的细心和坚强的定力。“辛
灵”是心灵的谐音，我们希望学校成为所有问
题学生、成长困难学生心灵重塑的港湾。

台湾绅士大学校长林石青

运用系统思考强化青年人的文化思想
21世纪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据统计，现代

人每天平均花在电视、计算机、平板、手机上的
时间至少10小时以上，这是一个“游幕时代”的
来临。知识爆炸，信息取得容易，而大多数青年
人不善于深入思考，甚至不具备分辨真假的能
力，出现了价值观严重失序等问题，令人担忧。

我们现代人总是过度反应式的、片断的、过
度自以为是的面对这个世界，导致了生态、国
家、社会、经济、政治、人与人之间，甚至自己内
在的各种严重冲突，例如：自然环境的问题、战
争的问题、内心失衡的问题等。

青少年正值身心发展阶段，其成长受到他
们所接触的同侪、亲戚与其他成人的影响，以及
宗教组织、学校、媒体、社会文化、国家与小区领
袖及世界大事等都有所影响。

要解决现代道德观低落、社会脱序问题，应
从青少年文化思想着手，而对于如何强化青少
年的文化思想，让他们及早学习系统思考，则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孩童生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代表着一个
潜在学习的层面；他或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
能用一种学习的精神去完成。我们的教育也应
该要回到统整的角度来看待学生的学习经验，
将学生的生活与经验相结合，藉此培养学生学
习如何处理真实界里复杂问题的能力。

藉由系统思考，学生将学习到如何拉长时
间、拉长空间，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看待系统中
的复杂问题，找出影响系统之关键因素，进而有
效解决问题，学习如何与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
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孟加拉卡里尔·哈伯学院教授HIMEL.S.M.JOBAER

帮助未成年人发展良好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

人类已经进化为社会动物，所以我们有一种深
刻而自然的需求，就是希望与其他人连结，并同
属于一个社会群体，这种连结和归属感来自于
与我们周边的人的良好关系——在我们的家庭
中，和我们的朋友在工作时或在学校学习时，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我们有归属感时我们将发
展得更好。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与孩子们建立
良好的关系，以及帮助孩子们与他人建立良好
关系。一是彼此信任。信任是良好关系的基
础，语言和行为将加强或削弱他人对我们的信
任，因此，要仔细考虑说话做事的小细节，比如
我们可以做到开诚布公地兑现我们的承诺，并

试着理解他人的观点。二是有效的沟通。沟通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听和说同样重要，但前提是
要真正理解和领会对方所思所想，除了听、说，
也包括观察和感受，我们身体语言和语调实际
上比语言本身做出的沟通更多。三是相互尊重
和互利。尊重他人意味着对他人的体贴，考虑
他们的感受，并接受他们可能对你有不同的看
法和意见。长期良好关系也包括给予，每个人
都应该学会给予，并从中受益。四是珍视差
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
看世界，如果能接受并学会重视这些个体差异，
孩子们更可能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建立良好的
关系。这些个体差异还将激发他们打开头脑，
建立创造性的想法和新的思维方式。

新加坡宏见国际学院院长肖金喜

培养孩子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新加坡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的使命是培养

学生成为有国家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正确
价值观念，即“能够对自己、家庭、邻居、社会和
国家尽自己义务”和“能明辨是非的良好的与有
用的公民”。

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公民与道德教育大
纲》，所有中小学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开设《公民
与道德教育》课程。课程涵盖了五大主题，即：
个性塑造；与家庭的联系；对学校的归属感；作
为社会一分子；以国家为荣并忠于国家。这五
大主题引导学生从认识个人开始，然后扩展到
家庭和学校，最后延伸到社会和国家。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由华人、马来人、
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移民，构成了一个多元种
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信仰、多元价值观念的
新加坡社会。因此，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是新
加坡的重要治国方略。中小学每天都举行升旗
礼、唱国歌和背诵信约：“我们是新加坡的公民，
誓愿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立公正
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
进步共同努力。”以培养学生牢固的国家意识及
各民族一致认同的普遍理性价值。同时，在校
学生都积极参加国家统一安排的全民“国家意
识周”教育活动。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守东方
优秀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吸收西方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新加坡中小学十分重
视传统的道德教育，特别是注重向学生灌输儒
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强调在学校的公民道德教
育中渗透儒家伦理道德观，例如：仁、义、礼、智、
信、责任感、协作精神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在世界上首先把儒家伦理编成教科书，
倡导忠孝纲常，在教材中编进了多个有关儒家
和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故事和典故。

新加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
是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1990年，新加坡教
育部制定和推行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包
括“好朋友”计划、关怀与分享计划等，旨在培养
学生从小养成服务的精神，培养社会责任感。
通过让学生参加“忠诚周”、“孝顺周”、“礼貌周”、

“睦邻周”、“清洁周”等特别周活动，从小培养学
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习惯。

此外，新加坡中小学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课外活动，如升降旗仪式、文体活动、尊老敬贤
活动、植树活动、清洁活动、文明礼貌月活动等
等。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使学生将课
堂理论学习与现实生活的身体力行结合起来，
有利于实现知行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