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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15岁
记者 徐文燕

2017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科技部政策法规
与监督司、中国植物园联盟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
论坛上，作为现场年龄最小的演讲者，一位来自宁波滨海国际
合作学校的15岁女孩，让全场惊艳。她演讲的《自然观察，
从水彩开始》主题，以流畅的讲述、诙谐幽默的语言以及不乏
深度的思考，赢得了满场掌声。中国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
农在现场这样盛赞她：这个小女孩的思想深度，超过了他所见
过的很多大学生。她的名字叫张可航，小名航航。

从小在野外混的城里丫头

作为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张可航的童年
显得很“另类”，经常混在野外。很小的时候，航
航去海宁的爷爷家，会在水田里摸爬滚打，抓蛤
蟆。附近的村民在一旁笑着说：这个城里的小女
孩啊，比我们乡下的孩子还要野！

这些，都受到了父亲的直接影响。
张可航的爸爸张海华，是一名新闻记者、知

名自然摄影师。12年前开始，张海华背起相机和
“大炮”（超长焦镜头），开始拍摄野生鸟类。在把
宁波的大部分鸟类拍到之后，他夜探、拍摄两栖
爬行动物，用4年多时间摸清了本地的所有两栖动
物。

从小，父亲就鼓动女儿跟他一起到野外玩，
一起观察自然。女儿读小学时，在暑假里央求
父亲一定要带她去夜拍。出于安全考虑，一开
始父母没有答应，后来实在拗不过，就同意
了。“那天晚上，女儿刚下到溪流中，就激动地
喊了一声：夜间科考开始啦！”张海华说，这场
景他永远都会记得。

几年前，他还带女儿夜探西双版纳的热带雨
林，不小心惊动了黑蹼树蛙，有一只蛙直接跳在
了女儿身上。“我轻轻把它放在女儿手心，然后由
它跳走。”。

他甚至曾鼓动女儿“逃学”去看日环食。那
是2012年5月，航航还在读小学四年级。难得一
见的日环食可以在厦门看到，夫妻俩费了好大的
劲，才说服女儿不上学一天 （由父母向老师请
假），跟着他们一起去厦门看天象奇观日环食。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张海华认为，学习是
终生的，让孩子有见识比有知识重要多了。从小
接触大自然，这些见识会让孩子的思维更开阔。

不上培训班的孩子遭遇学业压力

和幼儿园开始就上培训班的孩子不同，航航的童年在普通人眼
里，显得很异类，因为，她从小学到初中，没上过任何一门文化补
习班——只在击剑俱乐部中学习过。

“我觉得，不考虑孩子的真正兴趣，盲目上培训班毫无意义。”
张海华说，多上培训班，不仅占用大量孩子本该玩耍的时间，同时
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孩子一天到晚关在培训班里不会快乐，
从小不快乐的孩子长大也不会快乐。“我更愿意带着孩子出去玩，
但是我不是瞎玩，带着求知心态去探索未知，除了带孩子出没山
林，夜探溪流，也带孩子去过很多地方旅行。”但是，现实是残酷
的。初中，让家长始料未及的是，航航在学习上出现了厌学情绪。

航航的小学时代，是在一所注重艺术教育的学校度过的，学习
氛围宽松，航航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后来到了初中，就不
同了。刚上初中时，并没多大变化，航航的成绩经常保持在班里前
几名，有时候能冲到第一名。然而，到了初二，面对繁重的学习压
力，航航不适应了。“班里的很多孩子都在上补习班，老师上课进
度快，我们孩子没上过补习班，特别是数学、物理等理科，成绩差
距就拉大了。更大的问题是，孩子不喜欢学校的教育方式。”张海
华说，女儿航航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传统的偏重灌输式、比较
单向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不适应，甚至反感。

学校老师出于提高孩子成绩的好意，也曾跟家长沟通，建议让
孩子去上上补习班，抓一抓课程。夫妻俩商量后，跟孩子讨论是否
需要去补课。

“不上！”孩子的回答很坚决。
“孩子说不上就不上，我二话不说，再没提过这事。”张海华说。
在初二第一学期临近寒假的时候，航航经常身体不适，心情也

不大好，她甚至跟父母提出：不想这样子继续上学了，宁愿自学。
这一句话对于他们夫妻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孩子在学习方面出现严重问题，最焦虑的肯定是父母，张海华

夫妻也不例外。夫妻俩看书、请教心理医生，尽自己所能想办法安
慰孩子。怎么让孩子迈过这个坎呢？

那年，过了寒假后，航航的状态没有改变。“我跟她妈妈真的
急死了。”张海华说，他们做的努力都于事无补，与其让孩子挣扎
在旋涡中，不如先冷静一段时间。

他甚至跟女儿说：航航，我们可以休学。爸爸可以为你辞掉工
作，陪你去玩，这个时间我们“浪费”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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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会经历酸甜苦辣，与孩子相处更是如此。很多家庭都
感受到：孩子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常与父母的想法相冲突。

“这个不能做的啊”“这样搞不来的啊”……父母的权威与孩子
的个人意识常会冲突。

张海华坦言，他也会有被气得直冒火的时候。张海华建
议，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不要急于生气骂人。况且，很多
时候，孩子说的话很有道理。

航航喜欢看《魔戒》和《霍比特人》系列的电影，陆陆续
续看了多遍。父母责备、批评的话语多了，女儿就会反抗。冲
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张海华尝试去接纳和包容孩子，一边陪
孩子看电影一边探讨。女儿感受到了父母的尊重和包容，共同
语言多了，亲子关系自然就融洽了。张海华说，特别是孩子到
了一定年龄，面临学习上的压力、青春期的逆反，沟通就显得
特别重要。

“父母不是权威，不能定义孩子，要鼓励孩子朝着自己喜欢
擅长的路子去走。父母要做的事，是做好自己，让小孩看到榜
样的力量。”在与孩子相处中“脱了几层皮”的张海华深有感
触。

12年前，张海华不惜一切代价去深山里拍鸟；2011年起，
他利用仅有的周末晚上时间，夜探山区溪流，把宁波20多种青
蛙找到并拍摄出来；这些年，他更是没日没夜埋头写作。航航
母亲也是如此，学习心理学，考出了国家心理咨询师。“对这
些，孩子都看在眼里，你不用耳提面命，她自然就养成良好的
自我学习习惯。”

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女儿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
绝对的权威。要学会自己思考和判断。“知识日新月异，没法追
赶，因此拥有开阔的视野、具有良好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一
直以来，夫妻俩就引导孩子进行批判性思维。

2017年春节后，航航就看完了厚厚的一本《上帝掷骰子吗
——量子物理史话》，虽然不可能真的看懂，但这并不防碍她去
思考这个世界。

2017年初秋，刚读十年级的航航参加校学生会主席竞选获
得成功，托福首考也考出了96分好成绩。现在，航航在学校的
常规英语课都是免上的，为了争取更好的学分，她已经在修高
年级的课。她的目标是，高中毕业后，争取考上一所自己心仪
的国际优秀大学。

转学后的她表现出良好绘画天赋

或许，孩子更适合另外一种教育方式吧。在听从友人的建议后，初
二第二学期，航航转学去了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就读于国际部。

在开放式的教育环境中，航航重新找到了学习的动力与方向，快速
成长。而且，航航展现出非常好的绘画天赋。

这是转学后的那年暑假。学校的外教老师布置了一份跟自然观察有
关的作业，让孩子们去观察一种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

几天后，航航的第一幅绘画作品——泽陆蛙诞生了：一只活灵活现
的青蛙，旁边是一朵小蘑菇。

看着眼前女儿亲手创作的水彩作品，张海华惊呆了，夸女儿说：天
那！你画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航航把宁波的20多种青蛙画了个遍。在绘
画中，航航对于色彩的变化，线条的走向，拿捏地非常到位。一位国内
一流画家这么评价航航的作品：孩子对色彩的感觉很好，有天赋。

对于女儿的绘画天赋，张海华直呼：从来没给女儿培训过，自己都
觉得很奇怪。

但事后想想，女儿的绘画天赋多少还是有迹可循的。
航航从小跟自己去野外观鸟、看蛙、赏花，对大自然体验多的人，

映射在眼睛里的景物就会与别人不同，对大自然的无限丰富和深邃有了
自己的认识和感情。

2017年2月起，航航和父亲一起，在国家级青少年科普杂志《知识
就是力量》上开设“自然笔记”专栏，每月由父亲写文章，航航负责画
插图，迄今发表画作50余幅。

今年，航航和父亲合作出版了《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这
是宁波历史上第一部介绍本地鸟类的科普著作，航航主要为书的封面提
供了插画。出版社给航航开了3500元的稿费，当得知这一消息时，航
航欢天喜地地在电话里惊叫：这是我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稿费。

对航航来说，创作的作品受到认可，是最鼓励自己的。“当看着家
里厚厚的一叠绘画手稿，孩子很有成就感。绘画让孩子看到了坚持的效
果、积累的力量，这些会让她更加坚持。”张海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