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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岁岁男男孩孩两两次次跳跳级级又又两两次次休休学学
两年“自己的时间”用来旅行阅读写书

本报记者 徐洁

新学期开学
重回课堂

新学期开学一周了，重回课
堂的徐知临又找到了上学的感
觉。相比一年前，徐知临感觉五
年级的作业比以前多了，“四点
回到家，我才真正开始忙起来！”

两次跳级但又休学两次，
徐知临回到的还是他刚入学时
的班级，同学也是一起入校的
老同学。见到徐知临回来了，同
学们非常热心，“徐知临，你坐
这儿吧！”“徐知临，我跟你一块
做作业吧！”老师也很喜欢他。

徐知临第一次跳级是在一
年级，当时的校长马刚见他成
绩优异，提议他直接跳到二年
级，不要再跟着一年级“浪费时
间”了。不过，跟着二年级学习
了一个学期后，妈妈林静考虑
后决定，让他休学一年；四年级
时，徐知临再次跳级，跳级后他
又休学了。

休学时间
大量阅读

妈妈林静说，徐知临的超前
学习并不刻意。他家的客厅中没
有安放电视，正对沙发的位置是
整整一面墙的大书柜，孩子的书
占据了大半的空间，徐知临从小
在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中长大。
林静说，孩子小时候，她每天晚
上要教孩子阅读绘本一个小时。

徐知临很早就显现出超高
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这
使他能比较轻松地读懂高年
级的教材，超出同龄孩子的
学习水平。

休学回家做什么？阅读是徐
知临的第一选择。在过去的一年
中，“大部头”的著作徐知临读过
好几部，比如瑞典儿童文学大师
林格伦作品系列、英国儿童文学
大师罗尔德·达尔的系列作品

《猫头鹰王国》15册，还有曹文
轩、冰心的几乎全部作品。

在刚刚结束的休学一年中，
徐知临跟着父母去了云南、青
海、黑龙江、江苏等地。“其实在
家学习比在学校累多啦。”11岁
的徐知临说，在学校只是专心听
讲就行了，在家要为自己设立目
标任务。

八岁半时，徐知临想把幼
儿园的事写下来，今年作家出
版社为他出版了《小豆丁幼儿
园成长记》，12万文字和一幅
幅当年的图画记录着他的幼儿
园生活。

徐知临说，休学在家的一年
中，他还写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
小说。

独立思考能力
强了不少

“在家过得很快。”徐知临
说，除了阅读、写作，他每天下
午都要在外面锻炼身体，常去
附近的陶艺馆制作陶艺，去马
场学习马术。

在家学习，总不如学校课程
丰富多样，如何弥补？徐知临说，
他也阅读科学类的书籍，并在家
做实验，秋天还采集落叶做植物
标本。林静认为，孩子在家动手
做的实验并不比上学时少，他们
还尽量给孩子创造机会，让孩子
外出参加集体活动，接触不同的
人和事。

有人会质疑，长期不在课堂
学习，基础打不牢，会不会对以

后的学习有影响？
林静说：“所谓的基础到底

是什么呢？背诵和做题的能力
吗？我们常见到，一个孩子不是
忙着上学、做作业就是忙着上辅
导班，十几岁自我探索的能力已
经消失了，到了大学毕业都不知
道自己想做什么。”

林静认为，一个人最核心的
基础是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和发
现的能力，不过，外界对孩子的
评判标准太多了，不断地给孩子
提要求，孩子根本无暇探索自
我，如果一个孩子有了在兴趣基
础上深入探索的能力，其他的所
谓学习能力就不成问题，因此，
她并不急于让儿子读多少遍教
材，而是让他有机会不受外界评
价影响，自由地探索和发现。

常春藤附属小学校长马清
彪说，再见到徐知临，感觉他独
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强
了不少，学校支持孩子探索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式，但休学在家学
习并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学校教
育也有优势，这是在家学习所不
具备的。

““铁铁屋屋””里里住住六六年年，，男男子子““解解锁锁””重重生生
淄博近20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入院接受免费治疗

本报记者 王源露

抑郁儿子
曾挥拳打父母

走进张修全曾经居住的宅
院，仰头望去，几米见方的院落
上空有三分之二布满了铁栏
杆，铁栏杆四周由高高的蓝色
铁皮层层围住，院落内南面的
小平房破旧不堪，门上的链锁
已经锈迹斑斑，窗台上只留下
几块完整的玻璃。今年50岁的
张修全曾在这个天罗地网般的
宅院内一呆就是6年。

张修全的母亲说，20多年
前，张修全因为生活等各方面
的原因突然抑郁，之后越来越
严重，每次发病都极度躁闹，有
暴力攻击等倾向，甚至多次挥
拳打向了自己的母亲。被锁进

宅院后，张修全常常想方设法
翻墙出去，邻里间早已谈之色
变。无奈之下，铁栏杆越围越
高。为了防止张修全翻墙，张修
全年过七旬的父母每天轮流看
守，每晚等到他睡下后才离开。

“他只要一出门就去捡石
子，去砸邻居家的玻璃。”张修
全的母亲告诉记者，20多年
来，邻居家的玻璃被换了一次
又一次，有时他突然发病，就
会捡起什么扔什么，厨房的刀
具无奈都锁在橱柜里，做饭时
能用手撕的青菜就不用刀子。

张修全的母亲说起这些
年的经历，痛苦不堪，涕泪涟
涟。采访中，村里的队长张宏告
诉记者，“因为村里人后来对张
修全都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
他的父母只能把他锁在家中，
他原本就性格内向不愿与人交
流，与外界隔离后的压抑感也

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这样一
来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儿子入院治疗
爹妈能安心吃饭了

2016年7月22日，张修全
终于通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扶贫“解锁”活动进入医院接
受免费住院治疗，同时每年
还能获得5500元的生活费用
补助。“修全去住院以后，我

们老两口终于能定下心来吃
上顿饭了。”张修全的母亲告
诉记者。

据了解，淄博高新区与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自2014
年携手实施了为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解锁”行动，通过财
政救助、医院减免费用的方
式 ,使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改
善生活状态，提升生活质量，
恢复健康，回归家庭和社会。
至目前,已有近20名患者得到

“解锁”救治。
采访最后，张修全的母

亲告诉记者，“通过治疗，修全
现在恢复得很好。现在，我们
每月都会去医院探望修全，
他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脸
色好看了，也变得稍胖一些
了。现在我们的愿望就是让
他安心接受治疗，等待他康
复回家。”

2016年，淄博市实施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解锁”行动，高新区卫固镇傅山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张修全走出被铁栏杆层层包包围的家，
去医院住院接受免费治疗。半年多时间过去了，“通过治疗，修全现在恢复得很好，我们老两口终于睡了一冬的安稳觉觉。”张修全的母亲说。
至目前，全市已有近20名患者得到“解锁”救治。

新学期开学了，济南11岁男孩徐知临离别校园一年后，回到济
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春藤附属小学的五年级课堂。一年前，
徐知临因成绩优异跳级。这一年，徐知临离开课堂，用大块的时间
做了这些事：旅行、阅读、写书和锻炼身体。

张修全曾经居住的天罗地网般的院子。 本报记者 李洋 摄

徐知临很早就显现出超高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本报记者 徐洁 摄

葛家长说法

儿儿子子不不是是天天才才
只只是是普普通通孩孩子子

小学跳级两次，有人说，徐
知临像神童、天才。在山东师范
大学任教的徐知临的妈妈林静
说，“儿子绝对不是天才，无论
从哪方面来看，他只是普通的
孩子，如果我有一点经验的话，
那就是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能
力，让他在学习各门功课时都
不费劲。”

林静说，当时选择让徐
知临休学在家学习，也是非
常慎重的，但现在看来，这种
分阶段的“在家—学校”的学
习 方 式 ，虽 然 没 有 让 孩 子

“跑”在同龄人之前，但扩充
了孩子的生命宽度，孩子有
整块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很快乐。

作为研究儿童文学的学

者，林静反对在阅读上给孩子
太多的限制和指导。她说，她会
在周末把孩子带到书店或图书
馆，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书，
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喜欢哪一类
书，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孩子
在阅读中体验到的幸福、畅快
和自由的感觉。每个孩子的天
赋、经历不同，教育的方式也不
能整齐划一。

这个学期，调任山东师范
大学即墨实验学校校长的马刚
说，学校教育只是教育方式的
一种，有的孩子的确更适合其
他的教育方式，只要对孩子好
就可以去尝试，教育的要义在
于给人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
因材施教。

本报记者 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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