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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邱祎) 2013

年即将过去，今年的“年度字
词”会是什么呢？近日，由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
务印书馆、山东卫视联合主办
的“汉语盘点2013”在北京正式
启动。山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山东卫视总监闫爱华表示，汉
字不仅与电视行业息息相关，
汉字的兴衰更是国家命运和文
化变迁的象征。

近年来，网络语言极大丰
富了汉语词库。汉语盘点 2 0 0 9

年评选出的年度字“被”，2 0 1 0

年、2011年评选出的年度词“给
力”、“伤不起”都是源自网络。
如果要盘点2013年网络事件热
词，“土豪”无疑会高票杀入排
行榜前列。“土豪”，这个原本已
淡出历史舞台的词语，经过网
络造词运动，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重新流行，还衍生出“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这句流行语。抢
金的中国大妈，象形的公共建
筑，都成为土豪化景观。闪闪发
光的土豪金更是已经成为土豪
的形象代言色。从“仇富”到“傍
富”，其实表达的是相似的诉
求，那就是民众对于缩小贫富
差距的热切渴求。

对于今年出现的网络流行
语，专家称：“我们做这个汉语
盘点，实际上是用一种民间的
方式，通过字词来反映它们的
一种走势，喜大普奔等词，实际
上是网民和草根的语言生活实
录，我相信在网民推荐里边，会
有这些词进入。但是我们中间
会有一个环节，就是专家的评
选，根据网民们投选的理由和
得 票 率 来 筛 选 前 面 的 十 个 词
语，既反映我们的语言时态，又
能够弘扬正能量。”

据悉，“汉语盘点 2 0 1 3”评
选活动分为网友推荐、专家评
点和网络投票三个阶段。推荐
结束后，由专家评委联合评选，
并进行网络投票。1 2月 2 0日山
东卫视将现场直播“年度字词”
揭晓仪式，打造一场别开生面
的“汉字盛宴”。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小琴童重在引导

应淡化得奖意识

本次大赛不仅是考评一下
选手的档次就完事儿，大赛还将
举办获奖音乐会，而获殊荣的选
手 们 还 有 去 美 国 顶 尖 音 乐
厅——— 纽约林肯中心著名的莫
尔金音乐厅进行表演的机会，这
也是本次大赛的创新之处。李民
教授告诉记者，钢琴比赛最大的
好处，就是琴童和家长们可以相
互交流，而面对这样专业的比
赛，大家也会进行充分的准备，
拿出自己最高的水准。“从钢琴
教学方面来讲，肯定能很好地促
进教学。而在横向的比较中，大
家也会发现自身的不足。”

因为本次大赛是青少年钢
琴大赛，参赛选手的年龄比较宽
泛，既有9岁以下的小琴童，又有
15岁以上的专业钢琴学习者。对
于这些选手来说，应该抱着怎样
的心态参加钢琴大赛呢？李民

称，任何东西有利有弊，琴童学
琴比较艰苦，若参加比赛可以给
大家带来学琴的激情和兴趣的
话，这当然是好事。“多让小孩子
参与这样的大赛也不错，但是参
赛的选手和家长首先要有一个
好心态。你参赛的目的是展示自
己，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学钢
琴最重要的是给观众听，这就实
现了学琴的最基本目的，得奖不
得奖这不是最重要的。用这样的
心态去参赛就会利大于弊，给孩
子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

李民也告诉记者，针对年
龄比较小的选手，大赛可以设
置更多的奖项，或者是以展演
的方式让大家参赛，淡化奖项
的竞争，而针对大年龄段的选
手，可以强化竞争意识。最重要
的是强调参与，淡化结果。

家长的定位是“助手”

必须是孩子的“粉丝”

其实，当下让孩子学钢琴是
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学钢琴的
年龄也在逐渐低龄化。孩子学琴

的过程中，家长所起到的影响不
小，那么家长在其中到底应该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李民告诉记者，其实在孩子
学琴的过程中，家长的心态很重
要，即便是家长急功近利，也应
给予理解。“在当下教育资源不
平衡，升学、就业压力大的情况
下，也不能苛求家长在孩子学琴
这件事上保持平和的心态。因为
孩子的时间就那么多，在选择学
琴上也许只能是功利的心态。在
社会条件还很不完善，美育还没
有被重视的情况下，也不能苛求
家长放弃功利心。”

具体到家长应该扮演何种
角色，李民称，非常重要的是，
家长必须是孩子的“粉丝”，是
孩子的欣赏者，让孩子学琴又
不欣赏他，那就很矛盾；第二，
家长必须是孩子的助手，协助
孩子学习，而不是强迫孩子学
习，家长绝不能在孩子学琴中
成为“主人”；第三，家长要做老
师的助教，家长不能像钢琴老
师那样去教育孩子，最多做到
提醒就可以了。

钢琴明星不可复制

学琴目标要现实

近年来，由于陆陆续续出
现了一些钢琴明星和名人，他
们著书立说，对于刺激家长助
推孩子学琴也有很重要的影
响，而学钢琴也在近年出现了
一波高潮。那么学钢琴到底是
为了什么？这也是很多琴童和

家长比较困惑的地方。
李民告诉记者，从钢琴教

学来讲，很多琴童是为了成名
成家，得奖取得人生的辉煌，学
琴也变得公式化：找名家老师，
参与大赛得奖，然后出国深造，
成为名人。“这些琴童的学琴目
的非常明确，但是每一个成功
者的道路是不能复制的，一个
人成为名人的因素非常复杂，
偶然性比较大。抱有这种学琴
目的的孩子是需要冷静的。”

但是，李民也称，通过学琴
而获得一个职业，此后进行钢
琴教育也是很合适的一条路。

“钢琴学好了，这个专业的从业
门槛是很低的。到琴行里教学
生，就能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
学的人最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能力养活自己，这样的学
琴之路还是可取的。因为钢琴
这个职业有很好的独立性，就
是所谓的一技之长。好的学琴
者可以成为一个教师，甚至是
教学和演出兼顾的演奏家，这
都是很好的出路。其实学钢琴
的发展弹性是很大的，通过这
种思路，我也发现很多家长希
望孩子去学习钢琴。关键是，学
琴的心态要现实。”

本次大赛报名详细信息请
见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www.xlgqh.com，或拨打报名
电 话 ：0 5 3 1 - 8 2 9 5 8 8 6 7 、
18678308901。

“秦川杯”全省青少年钢琴大赛启动，大赛评委寄语琴童

李李民民：：钢钢琴琴明明星星不不可可复复制制
由齐鲁晚报联合山东大学国际钢琴艺术中心共同主

办，济南新泺港琴行有限公司独家支持的2013“新泺港———
秦川杯”全省青少年钢琴大赛11月11日起正式启动报名。26
日，本报专访大赛评委、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民，详
细解读青少年学琴过程中的误区，李民教授也对琴童的学
琴心态以及家长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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