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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岁岁多多的的孩孩子子办办起起了了个个人人画画展展
一个家里出了俩“神童”，父母称关键在教育

历下区成立

商务联合会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范佳 通
讯员 杨荣超 吴超） 18日，济南市历
下区商务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
大会举行。据了解，历下区商务联合会是
由历下区商务局主管，辖区商务系统的
企、事业单位和相关产业自愿结成的行
业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齐鲁师院举办

国学经典展示大赛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王光营
通讯员 刘若杨） 记者18日获悉，为提
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齐鲁师范学院教
师教育学院举办了“传承经典，致敬先
贤”国学经典展示大赛。据悉，同学们身
着汉服唐装，效仿先贤，还穿插了有关
师生礼仪的互动，包括学生行礼和教师
还礼等环节。

●1岁3个月开始画画，两岁多办画展

18日，济南市世茂国际广
场三楼，一位抱孩子的市民一
上电梯就被旁边的画架吸引
住了。“这是两岁多的孩子画
的？”当看到画作右上角作者
的相关信息，看画的市民不禁
发出惊呼。

在画展另一侧，展板上写
明了对这些画和作者的简介。
这是不到两岁半的李越然从1
岁3个月到2岁4个月期间作的
画。简介中说，李越然6个月时

就识字200个，1岁3个月时识
字量达到3000个，与此同时她
也开始画画。

这些画中，早期的多以简
单的线条为主，乍看起来更像
涂鸦。但仔细一看，又不完全
是抽象的，隐隐表现出一些具
象事物。“比如她会用这些小
的圆圈表示沙子，用一大团一
大团的线条表现狂风。”李越
然的妈妈心凝女士介绍。

大约从1岁7个月画的画

开始，其中的色彩则更加丰
富起来。“蜡笔、水粉都是她
会用到的材料。”心凝说。在
一幅名为《秋色》的作品中，
一串串火红的圆既像熟透的
果子，又似乎是春花烂漫的
景象。有儿童画指导老师用

“自然天成，韵味无穷”来形
容李越然的画作。

“我从来没有告诉她应该
怎样去画，反而她给了我很多
创作灵感。”心凝在观察小越

然画画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在
成人看来毫无意义，但她的每
根线条、每个点都不是随意乱
画的。

“有一张画，她画了好多
好多圆圈，挤得满满的，我问
这是画的什么，她说是好多
好多人。我说怎么没有眼睛
和嘴巴呢，她说人太多了，都
挤掉了！”心凝回忆起来，又
是惊愕又为孩子的想象力忍
俊不禁。

●“天才画童”的姐姐曾创基尼斯纪录

小越然的画让人惊叹，但
恐怕很少人会知道越然还有
个同样“天才”的姐姐。早在
2001年，越然的姐姐只有6个
月零21天大时，就能准确辨认
143个汉字，因此成为世界上
识汉字最早的幼儿，并获得了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颁发
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

如今十几年过去，心凝
说，大女儿目前在济南一所初

中上学。也许有的人会怀疑，
是不是曾经的小天才已经“泯
然众人”，但心凝给出了他们
的解释。

心凝说，事实上出于希望
孩子“快乐学习”等目的，在12
岁之前，大女儿一直没有在学
校中接受教育。心凝和丈夫请
专门的教师负责大女儿的学
习，让她在11岁就把高中的内
容全部学习完毕。

“当时曾想让她准备准备
就参加高考。”心凝说，但考虑
到一个11岁的孩子，就这么一
个人出远门上大学，做父母的
实在放心不下。因此，最终大
女儿回到了学校，从初一开始
重新学起。

“原来学习主要是靠记忆
力，时间一长不复习、不理解
也就忘了，让她回来可以再巩
固学习的东西。”心凝说。此

外，更重要的是，之所以让大
女儿重新回归传统的学校教
育，也是为了让她更好地适应
这个社会。

同时，锻炼大女儿的独立
性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现
在不给她做辅导，让她依靠自
己的能力学。”心凝说，大女儿
的成绩现在还不错，她和丈夫
希望她将来能做脑科学方面
的研究。

1岁3个月开始作画，
一年多时间就出了200多
幅作品。最近，济南出了
这么个小“天才”，还办起
了个人画展。据了解，这
个小天才的姐姐也曾经
是风云人物，是基尼斯认
证的“世界识汉字最早的
幼儿”。但在她们的父母
眼里却从来没有天生的
天才。

本报记者 万兵

李越然的画看似涂
鸦，但细看都有自己的规则。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妈妈说：

没有天生
的天才

一家出了两个“天才”儿
童，在旁人眼里，恐怕别提要
多羡慕这对父母的基因，但心
凝和丈夫却不这么觉得。“没
有天生的天才。”心凝说。拿小
越然来说，他们把越然的成绩
归结为教育的结果。

其实小越然还没出生时，
由于心凝自身身体方面的不
适，孩子被诊断可能患有多动
症，严重的话可能连幼儿园都
上不了。

但做过多年儿童教育研
究的越然爸爸却不以为然。越
然出生后确实出现了好动的
迹象，“连躺都躺不住”。心凝
按照越然爸爸设计的方式，经
常陪着越然跟着音乐跳啊唱
啊，也给她量身定制一些规
矩。在越然1岁时，反而表现出
很好的专注力。

“同样一段舞蹈，她可以
用更少的时间学会，而且跳得
比一些年龄大的孩子更好。”

心凝说。对待格外喜爱的画画
这个爱好，小越然的专注力也
特别强。“她画画的时候，几乎
不受外界的干扰，能专心画上
一个多小时，有时连吃饭都顾
不上。”心凝表示。

这一切，心凝和丈夫都认
为是他们抓住了对越然教育
的关键时期。他们也希望通过
越然的画展，让更多人重视孩
子的潜能，让孩子的童年过得
快乐而有意义。

本报3D体验店

欢迎你的加盟

本报12月18日讯 如今，还有什
么比3D打印机更能够吸引孩子们目
光的吗？答案也许就是：3D体验店。目
前，3D打印机已经开始走进千家万
户，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兴趣。

本报首家3D体验店已经建成，位
于富翔天地小区南门，能够容纳30名
孩子同时参与体验。这家体验店不仅
针对附近几个小区的孩子们，还针对
历城实验小学、洪楼一小、洪楼二小、
洪楼三小、山大附中、历城双语学校的
学生。如您也有条件开一家“齐鲁晚报
3D体验店”，只要拨打本报热线96706，
就有机会免费得到3-5台打印机。我们
将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你实现心愿。

本报社区3D体验店，由浙江工业
大学王忠飞博士开发团队倾力资助。

（张梦婕）

18日，山师附小举办了首届快乐
汉字书写大赛。大赛面向二、四、六年
级全体学生开展，根据不同学段的学
生特点，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比赛内容。

周国芳 王文彬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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