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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袁女士便了解到，女儿班上的不少孩子
被陆续送到培优班学习，其中的拼音，是小学一年级
的内容。

“到底有多少孩子去学了我没统计，但这个暑假
是呦呦提前学习的最后机会了。”袁女士说，不难设
想，当开学时全班40个孩子，有半数以上学过拼音，
老师还会按部就班进行教学么？换句话说，呦呦会
不会一上学就落后了？

袁女士并未“夸张”现状。记者通过一线教师了
解了情况：5年前，李老师接手一年级新生，班里三分
之二的孩子接触过拼音；3年前，徐老师班上的新生
一半学过；去年，赵老师班上有五分之二的大班孩子
暑期去学了；今年，姚老师班上也有一半的孩子报
名。

给孩子报拼音班的原因挺多。家住江北的林女
士认为，不是说老师故意加快进度，而是班里的“平

均水平”不允许你“一窍不通”。
朱女士家是双职工，暑假期间她不希望老人带

孩子，整天一起看电视。“两三个小时，学学拼音也
好。”朱女士说，至少能让孩子接触点新知识。

市民王先生觉得很无奈，儿子资质平平，如果不
能“笨鸟先飞”，恐怕一开学就会受打击。“首先学的
就是拼音吧，希望他‘导入’顺利一点。”王先生说。

花冠直径仅4厘米，花瓣边缘发散出逐级分叉的
流苏，使得花冠直径达到10厘米，看起来就像是舞女
婀娜的裙摆。

这是市植物研究专家林海伦近日在樟溪河边找
到的王瓜花。由于它通常是在夜间开花，因此很少有
人会留意到它的“奇葩之美”。

它是夜开花，却不叫“夜开花”

王瓜花长得如此奇葩，可不仅仅是为了赢得赏花
人的一句“好看”，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着想。

王瓜是葫芦科栝楼属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和
很多葫芦科植物一样，王瓜白天不开花，要等到夜晚
来临才会开花。

林海伦分析，王瓜花的花萼筒呈细管状，长达4
厘米，管内储存有大量的花蜜，没有细长口器的昆虫
根本就吸不到花蜜。

拥有细长口器的长喙天蛾偏偏选择在夜里才出
来活动，因此，王瓜也只能选择在夜里开花。

黑漆漆的夜里，如何吸引长喙天蛾？
林海伦分析，王瓜使出的其中一个“招数”，就是通

过舒展的流苏让自己的花冠直径达到10厘米左右，使
得整朵花看起来面积是原来的10倍，容易被发现。

“而且流苏这种丝状结构也不易被喜欢啃食花瓣
的害虫伤害，可谓一举两得。”

王瓜在夜里开花，看起来配得上“夜开花”这个名
字。不过，林海伦说，除了王瓜，葫芦科的很多种类都
是白天不开花，一直要等到夜晚来临才会开花；而且
在很多宁波人的印象中，“夜开花”这个名字只属于同
属葫芦科的瓠瓜。

虽有“瓜”名，却是中药材

王瓜的奇葩并不仅仅表现在它的长相上。
林海伦说，葫芦科植物是一类高度进化的植物种

类，它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花全部为单性花。
而在植物界，普遍流行的是两性花，即同一个花

朵中既有雄蕊又有雌蕊，出现单性花的情况比较罕
见，而且多半出现在原始种类植物上。

“在高度进化的植物中出现单性花现象是两性花
再次进化的高级阶段。”林海伦说。

不同于大家比较熟悉的西瓜、南瓜、黄瓜等，虽是
单性花，却是雌雄同株，王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雌
雄异株。

林海伦说，雌雄异株的植物可以完全避免自体授
粉，从而保证有异质的基因形成受精卵，确保物种的
生命力不会衰退。

其实，在我们宁波，王瓜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
特别是秋天，当它结出鲜红色的果实，还是很讨喜的。

不过，虽然都被叫作“瓜”，相比眼下随着暑气渐
生，缤纷上市的各类瓜果，王瓜却未能跻身“知夏，知
夏，不如吃瓜”中的一员，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食材，
而是一味药材，果实、子、根皆可入药。 记者 石承承

幼升小，要不要提前学拼音？
这个问题让挺多家长纠结，记者为此采访了多位老师
老师们意见不一，但一致认为要更多关注习惯调整

很快就要放暑假了，袁女士有些纠结，女儿呦
呦今年幼儿园大班毕业，要不要提前让孩子学拼
音？提前学吧，担心她因为“炒冷饭”厌学；若不
学，又怕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幼升小，学不学拼音只是其中一个点。家长
该怎么做比较好？记者昨天请教了相关专家。

一年级语文（上）目录及部分课文。

它是王瓜，它很奇葩

记者就是否提前学拼音请教了一些老师们，争
论也是比较多的。有的老师坚决反对提早学习拼
音，认为培训教师中存在的“发音不标准”等教学不
规范、培训要求不接轨的问题，反而会对孩子日后的
学习造成困扰。也有像汪老师这样，持相对中立的
态度，但希望家长选择培训教师时要格外慎重，对

“得失”放宽心。
不过，老师们普遍认为，让孩子多在生活中识字

（比如在外逛的时候，认识一下超市名、路名等），多
开展亲子阅读，多一些陪伴孩子的时光，肯定是对将
来学习有好处的。

老师们表达更为一致，且希望家长们更多关注
的是生活习惯、独立能力的培养，这才是老师们看来

“幼升小”的关键点，过分纠结“是否提前”，只怕抓了
芝麻丢了西瓜。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罗树庚说，6月25
日那天，学校提前召开了“准新生”家长会，也有家长提
问，该不该让小孩去学“20以内的算数”。和拼音一样，
他并不推荐，也建议家长莫焦虑。在家长会上，他给出
的“提前系”如下：提前熟悉小学的作息；提前适应独自
睡觉；提前学会系鞋带；提前适应整理个人物品……

镇明中心小学陈艳萍老师也赞同习惯养成的重
要性。“可能难以想象，喝水、上厕所这种小事，才是
产生差别的‘大事情’。”陈老师说，每年都有这样的
孩子，到了上课就想去上厕所，影响听课效果；丢三
落四习惯了，会连自己的文具都不认识，学习上也可
能存在类似的现象。所以在她看来，家长确实要特
别重视幼小衔接，但是重要的并非知识点，而是作息
时间、学科安排、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心理等方面的多
重适应。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李萍

汪老师是小学语文教师，就在女儿就读的学校任
教。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幼小衔接的那个暑假，汪
老师思考再三，最终还是让女儿参加了拼音辅导班。

“一是没空带孩子，二是培养她的仪式感（自己教
孩子没有那种上课的感觉），三能稍微学点知识也好。”
汪老师说，不用让孩子学得太深入，只要简单接触一些
就好，主要是培养学习拼音的兴趣。她认为，需要结
合不同孩子的情况选择辅导班，学拼音更多的只是

“锦上添花”，绝对不要强求孩子在短时间内过关。
她很坦诚地说，从日常教学情况来看，班里边的

孩子不可能“一刀切”“零起点”，这种参差不齐的状

况会让老师感到困惑。老师当然会统一教拼音，但
是教学进度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平均水平”的影响。

“要教，但是没有阶段性的要求，最终还是家长
怎么看。”执教多年的汪老师说，根据自己的经验，现
在拼音教学的时间拉长了，孩子之间的差异并不会
特别明显。最明显的是前两周，慢慢地读写能力就
趋同，到了三年级这种差距几乎就消失了。

她认为，有些家长会考虑到孩子自信心受打击
之类的问题，而事实上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比
如体会到后来者居上的感受。“不同的孩子，是不是
提前学，没有很强的可比性。”汪老师说。

提前学好么？ 一位语文教师妈妈现身说法

语文第一课，最早学的是拼音？不对。记者了
解到，从去年9月开始，一年级小朋友用上了新的语
文教材，拼音差不多要到入学一个月左右才“上手”。

记者从首南第一小学找了一册一年级语文（上）
的新教材。课本中，第一个单元是识字，一共有19
页，上面所有的汉字都没有标注拼音。孩子们要学
唱《上学歌》等多首儿歌。儿歌中出现的汉字，只备
注了一些笔画分解图。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宁波市小学语
文学科教育家培养对象罗树庚说，现在的一年级学
生使用的是部编教材，“拼音后移”是个很大的特

色。据他了解，这套语文教材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
推广，我省已全面推开。按照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的
相关文件，倡导的是“零起点”教学。

镇明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海曙区语文名师
陈艳萍说，新语文教材的学习顺序改动是基于“由浅
入深”的学习规律来安排的，从实际情况来看，拼音
对很多孩子而言，是个很难学的内容，尤其是到后期
的双韵母之类，容易产生学习压力。倘若一开始学
语文，就让孩子觉得有负担，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兴
趣造成一定影响。“这样适当调整一下顺序，挺好
的。”陈艳萍说。

启用新教材 拼音在开学一个月后才教

学拼音算小事 建议家长更多关注习惯调整

现实在倒逼？
种种原因让孩子提前学

王瓜的花朵 林海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