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仪式上“三生爱心教室”被众嘉宾点亮

关注留守儿童心灵成长

三生在京启动“手拉手”关爱行动
近日，“手拉手，让留守

儿童笑起来”六一联欢会暨
三生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在
北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举行了启动仪式。 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
秀莲、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
主任徐惟成、学雷锋基金将
军团队成员陶克将军、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
长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

“知心姐姐”卢勤及三生（中
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金宝出席了仪式。

“今年关爱行动将围绕
‘手拉手爱心探访’、 留守儿

童生存现状调查、‘把我的故
事告诉你’ 手拉手书信交流
活动等内容推进， 为孩子们
的成长带去更多欢乐。 ”黄金
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三
生爱心基金”计划自 2013 年

开始，三年内在全国建立 100
间“三生爱心教室”，致力于
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向
上、 快乐成长的课余学习和
活动的场所。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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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

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不会问孩子
� � 一屋温暖的光线，由环保材
料铺成的地板，不及大人膝盖高
度的桌子，唯独没有椅子。 这是
毛毛虫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

“毛毛虫”）给来访者们的第一视
觉印象。

毛毛虫的办公室目测只有
一百平米左右，门口的落地窗上
写着“屋里灯亮着的时候，表示
我们都在。 欢迎拉开玻璃门，脱
下鞋子进来。进来可以看看书说
说话。 或者不看书也不说话。 就
只是好奇想进来瞧瞧也欢迎。 ”

小小哲学家

“儿童能学哲学吗？ ”面对这
样一个问题，可能会让人一头雾
水。

毛毛虫的工作人员介绍，儿
童哲学缘起于上世纪 60 年代，
当时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系的李普曼教授发现许多
大学生缺乏逻辑思考技巧，要有
效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小培
养良好的思考习惯。

许多人怀疑这个理念有点
荒谬，认为哲学既根深难懂又无
趣。“其实哲学是最接近生活经
验的。 ”毛毛虫的老师陈鸿铭说。

“如果你有机会跟四五岁的
小孩子互动， 你可以注意听他
们的问题， 你会发现当中充满
了哲学趣味。 例如，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鬼吗？ 梦是真的吗?为什
么妈妈说的都是对的？ 有时候
为什么时间过得很慢？ 人死了
之后会去哪里？ 其实孩子都是
天生的哲学家， 他们对有兴趣
的问题会持续地发问。 儿童哲
学正是希望让儿童养成随时反
省及检视自己的思想， 保持为
自己的思考寻求意义的态度。 ”
陈鸿铭如是说。

在毛毛虫，教育是一种探究
的活动，它的过程必须能引发学
习的思考，而不是永远都去找一
个唯一的正确答案。 基于此，老
师们与孩子们一起撰写具有角
色和情节充满趣味的故事，与孩
子们共同形成一个团队，一起去
进行合作式的思考，进而让孩子
从中学习思考技巧和培养生活
的智慧。

不仅仅是读故事

毛毛虫有一间四周都放满
了书架的房间， 在书架上有一
些很另类的读本：《沙滩上的男
孩： 透过游戏建立社群》、《灵
灵》、《鲸鱼与鬼屋》、《猫人》。毛
毛虫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几
本书都比较受家长和小朋友的
欢迎。

“对孩子而言，故事就是游
戏，有一种魔力，在跳跃、流动、
奇幻的世界，孩子会感知文字的
魅力，让想象力奔驰，拓展认知，
体验人生。 ”陈鸿铭说。

当故事加入思考元素，故事

还会邀请孩子提问、讨论和发掘
不同的观点，因为思考故事能引
发孩子的好奇心，会让孩子读完
了觉得意犹未尽， 会有想问、想
说的话。 挑起他们理性或感性的
好奇跟概念上的兴趣，拓展孩子
对事物的理解和意义。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
的“十万个为什么”，不要仅仅让
他们读故事。

毛毛虫除了举办儿童哲学
的思考课程、 成人的故事培训、
国内外儿童哲学、 教育、 戏剧、
艺术及文学研讨会， 更核心的
价值在于出版了许多思考探索
儿童哲学和阅读带领的专门讨
论用书和思考故事。 提供给有
兴趣带领儿童探索团体的教师
们讨论文本和教师手册作为教
材。 这些教师包括全台湾的小
学幼儿园教师和报名来免费学
习的志愿者，而志愿者大多数都
是家长。

老师的中立角色

“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不
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是一种实践
的能力，透过行为把自己心中的
信念表达出来的能力，是一种追
求智慧的学问，从生活经验中积
累智慧，将自己内心所相信的事
情表现出来，因此，每个人的生
活态度便是反映了他的哲学观，
而哲学就是一门这么简单的学
问。 ”陈鸿铭说。

这种生活智慧的学问，得从
不断的讨论和发问中学习，发展
出属于自己的思考模式。 那么在
这样的教学模式中，老师该如何
引领学生进行哲学思考？ 老师们
充当的什么角色呢？

“网球名将山普拉斯的教练
打球一定打不过他，但是他一定

要会打网球，因为教练要看的出
山普拉斯的优缺点，要能够纠正
他，并指导他如何将对手打败。 ”
陈鸿铭举了个例子。

当然，老师与学生在讨论的
过程中一定会有冲突和歧义出
现，那么这种时候，老师一定要
让自己保持一种中立的角色，切
忌把个人感情色彩和意愿带入
其中。 将“老师”的权威拿掉，彼
此将自己的想法明确的说出来，
并要孩子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想
法说得更清楚，清楚明白地澄清
自己的想法。“在可以不理会内
容是否正确的情况之下，讨论的
过程是最能够呈现出推论思路
的正确与否。 ”

一位哲学老师，一定要有基

本的哲学素养，“老师起码要懂
得如何思考，懂得哲学，要知道
自己的哲学是什么，这样才能帮
助孩子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思
考。 ”陈鸿铭又打了另一个比方，

“不知道怎么骑脚踏车的人，怎
么教别人骑脚踏车呢？ 但是我教
你骑脚踏车，并不代表比你骑得
好啊。 ”

老顽童的心

毛毛虫的创始人杨茂秀是
台湾国立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
究所教授， 一位年仅 70 却童心
不改的可爱老人。

在毛毛虫的一次研讨会上，
杨茂秀带着贝雷帽， 中途出现。

“我目前分身两地生活：每年有一
半时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读书、
研究、写作；另一半在台湾，也是
读书、研究、写作，有空则四处找
小孩聊天，到市场吃好吃的东西，
偶尔应邀演讲， 培训儿童哲学师
资。我现在要去飞机场了，要去上
海做演讲啦。 ”话音一落，他就几
乎小跑地出去了， 留下在场的人
目瞪口呆。

这个思想跳跃而充满童心
的老顽童， 现在自己经常在台
湾、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穿梭，
在不同的高校演讲和交流。 他希
望不仅仅是从小孩子开始，大学
生们也可以打破接受传统教育
形成的定式思维，也要让自己的
大脑活过来。“有标准答案的问
题，我们不会问孩子。 ”他说。

他的绘本哲学在台湾乃至
全世界都是有名气的，当代的教
育形式大多以记忆背诵为主，所
以他以小说形式陆续为不同年
龄层的小孩编写了一套儿童哲
学教材，让孩子学会检验和分析
他们学习的事物。

杨茂秀说：“基金会做儿童
哲学是要教孩子如何思考，让孩
子们学会如何自己思考，而不是
告诉他们要如何思考。 ”基金会
选择多元文化的绘本来触发孩
子的思考能力，同时基金会也在
做面向家长的相关活动，让家长
共同参与，让儿童哲学深入孩子
们的生活。

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简介
上有这样的一段话：“小孩像哲学
家一样，对自己说的话感兴趣，爱
去玩语言的游戏。哲学始于惊奇，
而孩子处于好奇惊异之心最活泼
时， 应该是哲学播种的最好时
机。 ”它简单又清楚地道出了毛毛
虫儿童哲学基金会的精神。

（据《深圳晶报》记者李妍琦
报道整理）

讨论和分享是毛毛虫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的主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