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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下午 3 点，牡
丹园地铁站附近广场。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
长大……”一串快节奏从音
箱里飘出，一个“粉裙子”在
绿地旁舞动。

希望女儿能成明星

穿粉裙子的馨文头扎
马尾辫，舞姿吸引了众多
路人。

“好好跳，一会给你买
可 乐 。”母 亲 张 倩 莲 叮 嘱
馨文。

粉裙子有点不耐烦，眉
头微皱，但听到“可乐”，吐
吐舌头，继续练舞。

9岁的馨文没上过一天
学，对她而言，广场就是学堂。

2007 年 5 月，张倩莲甩
下了在秦皇岛的生意，举家
来北京。“希望女儿能成为明
星，给她更好的成长环境。”

馨文的成长，无法绕开
母 亲 为 她 设 计 的“ 明 星
梦”——两岁时刚会走路，
就被妈妈领着去舞场跳舞；
为锻炼孩子的胆量，专挑人
多的地儿让她扭屁股……

每一两天自学1小时

馨文 6 岁时。张倩莲
做出让丈夫和亲友诧异的
决定，“不去学校”。

对于学校，张倩莲有特
别的认识：“身边一些孩子
学着学着就傻了，灵气没
了，甚至抑郁……”

张倩莲认为，9岁以下的

孩子，该吃好，睡好，玩好，
“至于学好，那是以后的事
儿。孩子大了自然能学好。”

6岁到9岁，馨文基本上
“睡觉睡到自然醒，十来点还
在睡；每天溜溜冰、跳跳舞、
唱唱歌；想写字了，就给她找
个带拼音的书，照着描……”

她并没给馨文留太多
作业。每一两天，馨文自学
1 小时。“在电脑上听英语、
拼写汉字。”女儿机灵，不好
管，“有时两三天才写一张
纸的字”。

小馨文说，目前，她学
了将近一百个字。

20日中午，一页方格纸
被写满后，小家伙吐吐舌头，
打开电脑，点了首《爱情三十
六计》，对镜子跳起了舞。

“跳得疯狂些。”张倩莲
指导着。

打算重回校园

馨文说，刚开始时，见
小伙伴们背着书包去校园，
她在家真有点不适应，也想
去上学，但慢慢就习惯了。

现在，每每路过学校，
馨文总会说“不感冒儿”。

这几天，在丈夫及亲友
们的一再劝说下，张倩莲决
定让女儿重回校园，目前正
在与海淀一所小学商谈。

张倩莲已想好女儿在
学校可能出现的不适应，

“如果女儿感觉学习压力
大，隔三岔五，我会给女儿
请假休息；如果女儿作业
多，我和她爸爸帮她写。”

案例一 【专项教育】

9岁女孩的艺术童年

那些以家为学堂的孩子们
记者观察在家上学孩子学习；数十位家长长期交流于“北京家学成长”QQ群；市教委咨询热线人员称“不提倡在家上学”

伴着 DVD，7岁的乐乐
大声唱着英文歌，冲进爸爸
卧室，玩起“跳跳床”。

曲终，他回到沙发上捡
起“英语故事书”。

7 龄童读完 150
本英语书

张乔峰点拨了几个新
单词。“爸爸，这单词不用
教，我早会了。”乐乐不时为
故事里的情节捧腹，有时会
和爸爸分享，“小恐龙的鼻
子撞疼了”。

这是乐乐的一节英语
课，故事书就是教材。

由客厅改造成的教室，
墙上贴着单词表，客厅书架
上有三层摆满了英语书，薄
的 10 多页，厚的几百页，

“乐乐已经读完了 150 多
本。从厚度和重量上，都是
学校教材的50倍。”

发现力与创造力

吃饭、读书两用的桌上
有一个白瓷大碗，里面几片
菜叶，中间是一个黑色的
蛹。这是张乔峰买菜时发
现的菜青虫，他特意留下，
让乐乐观察菜青虫变蛹、化
蝶的过程。

乐乐打开电视，调到他
喜欢的卡通频道。一会儿又
摆弄起钟摆玩具，一会儿又
去做飞行气球，吹好气球，为
气球安上轮胎——矿泉水瓶
盖，牙签做车轴，其他部件是
硬纸，他想着气球像飞机一
样，滑着滑着就飞起来。

看到儿子的创意，张乔
峰愈发感觉让乐乐在家上
学是正确的。

去年九月，乐乐在民办
寄宿小学就读。入学三周，
张乔峰就感觉不对劲：“每
次回家，（孩子）都蔫蔫的。”

最让张乔峰不能忍受
的是教材，“一本薄薄的教
材，要学好几个月。”

“上面的内容，我都没
兴趣，何况孩子。”这和张乔
峰让儿子入读世界一流大
学的目标相去甚远。

这个 47 岁的父亲开始
不安，“不知孩子的未来在
哪。”最后他让儿子退学，

“孩子也愿意。”
“我有北大文凭，是文理

复合型人才。”1983年考进北
大物理系、后改学社会系的
张乔峰信心满满。“一个人教
全部课程不在话下。”

乐乐的孤独

他给儿子报了 7 个兴
趣班，跆拳道、足球、钢琴、
书法、美术……

乐乐也有失落的时候，
听说有客人带小朋友来，他
不停问爸爸，“小朋友们什
么时候来啊？”“一个还是两
个啊？”看到一位阿姨和一
位 20 多岁大哥哥出现，他
向他们身后打量着，“小朋
友怎么没来啊。”

他一声不响回到沙发上
继续看电视，有点失望，“我
有一个朋友，是学跆拳道时
认识的，但我不记得名字了”。

案例三 【精英教育】

让他读世界一流大学

6月
7 日
至 9
日 ，

北京7.3万余名考
生参加高考；这两
天，又有 8.8 万余
名考生走进中考
考场。如果算上
考场外的各种保
障和等待，6 月的
北京，学生和考试
无疑是焦点。

但在北京，还
有这样一群孩子
值得关注：他们没
有选择校园，而是
在家自学。

睡觉可以自
然醒，作业可以无
所谓，成绩可以没
高低，想看电视打
游戏？OK……

这些孩子在
家庭学堂的生活，
到 底 是 怎 样 的 ？
谁来教他们？对
家 长 而 言 ，是 什
么让他们有勇气
让 孩 子 脱 离 校
园？他们对孩子
未 来 的 期 许 ，又
是怎样的？

近日，本报记
者探访多个自学
孩子的家庭，试图
呈现孩子学习、生
活状态。

多位教育专
家表示，在家上学
虽然自主性更强，
更 激 发 孩 子 潜
能。但关键要看
家长们的“教育设
计”，这种选择要
慎重。

五年前，冲冲开始以家
为学堂。

他在家“上学”的方式
有点特殊，因为老师是他自
己，他今年11岁。

冲冲退学后一年，爸爸
马先生做出了一个颠覆性
决定，让儿子自由成长，没
课本，没作业，没考试。

家成了战场

现在冲冲每天的生活
很简单，爸爸妈妈去上班，
他自己买菜做饭、逛市场、
看展览、买书看书，十足的
自由人。

回想五年前，读小学一
年级的冲冲，作业写到深夜
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

课后练习题、卷子，老
师印的题，实在没的做了，
做过的习题擦掉再做。

他和妻子多次去学校
找老师。

“ 那 还 练 字 ，练 图 画
呢。”老师这样回复。

活泼好动的冲冲，在无休
止的作业中透不过气来。入
学没多久，就闹着不要上学。

完不成的作业，下滑的
成绩。这个家每天围绕着
成绩、作业，孩子和大人，大
人和大人之间，争吵不断上
演，家，一下子成了战场。

马先生尝试其他学校，
可他发现，学校都是用分数
衡量学生，只要好一点的学
校都是升学率高的，分数高
的。“只要分数还在，你就无
处可逃。”

马先生决定“抗争”：带
孩子逃离，回家上学。

“他要想学总会有办法”

师范毕业的马先生曾
做过两年老师，在家教儿子
难不住他。

教孩子一年后，他又困
惑了。

孩子在家上学，无非是
教室换作了家、老师换成了
父母、外国教材替代中国教
材、现代文变成四书五经，
这不换汤不换药吗？

这和学校教育有何两
样？既然选择抗争，那就要
彻底摒弃你对抗的那一面。

马先生奉行“无为而
治”，“不教他，他要是想学
总会有办法”。

他相信，孩子是最聪明
的，更清楚自己的需求。

马先生说，冲冲七八岁
就自己坐公交四处跑，买菜
购物逛宠物市场，跟店家讨
价还价，买回来的东西质量
不好，又自己坐车去找人家
理论退货。9 岁时，他自己
用 google 查询路线，骑车去
十几里外的姥姥家。

冲冲爱读书，自己去买莎
士比亚全集，买前不忘在豆瓣
上查询哪个翻译版本更好。

“我不会把自己的价值
观强加给孩子。”马先生誓
将“无为而治”进行到底。

“你教得了一时，教不了一
世。”趁早让孩子进入社会
角色，面对现实，学会生存，
比单纯学习知识更重要。

案例二 【“无为”教育】

将“无为而治”走到底

采访近两周来，在家上
学的孩子数量，记者尚未找
到详尽权威的统计数据，但
此情况绝非偶然或个例。

2011 年底，带女儿在家
上学的江西人徐雪金成立了

“在家上学联盟”网站。
他介绍，目前注册联盟

的会员有 7000 多个，其中正
实践“在家上学”的会员有
2000 多个，其余的会员有选
择私塾或学堂的。

徐雪金说，还有很多在

家上学的孩子家长不愿对外
展示，现实数据远远超过联
盟的会员数。

6 月 21 日，网络搜索可
查到多个在家上学 QQ 群。
记者以学生家长身份申请加
入“在家上学联盟”和“北京
家学成长”群。“在家上学联
盟”QQ 群的群主很快回复，

“此群已满，可申请加入‘在
家上学联盟二’群”。

“在家上学联盟二”群
中，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

城市的家长达365名，并留有
孩子的年龄，性别等资料。

“北京家学成长”群中，
群主“志在圣贤”称，群中 82
个成员，以北京家庭为主。

在以上网站和 QQ 群中
可见，很多家长交流心得、讨
论课程设置、分享师资和课
件资源，还留下联系电话或
QQ 号，寻找在家上学的同
龄孩子建立学习小组。对可
能遇到的问题，通过网友的
经验纠偏。

■ 追访

网络家长会 QQ群爆满

王先生的儿子在北京某
实验小学读四年级。“如果我
有条件，我也让儿子在家学
习。”王先生说，2 年前的一
件事，让他有了这个想法。

儿子的课堂录音

那次，他叮嘱儿子用录
音笔录下学校两天的全部课
程内容。儿子照做了。

王先生反复细听录音资
料。“发现教学内容随着老师
的心情而变化，比如老师批
评一个学生，一个班的学习
都会暂停，甚至耽误半堂课；
有的老师对学生进行训导式
教育，语言冷嘲热讽……”

王先生回忆，偶尔儿子在
家还会随口冒出一些粗话，

“家长都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教
育，多半是在学校学到的。”

校园教会孩子的
不止书本知识

顺义区某学校初中英语
教师李女士认为，孩子从求
学到走向社会是具有社会属
性的，学校对孩子的教育，不
仅包括书本上的知识。她认
为，孩子在家上学弊大于利。

在李老师看来，目前在
家上学孩子的家长，更多是
出于对孩子的保护。而这种
保护，让孩子失去了更多学
习和锻炼的机会。比如团队
意识、合作意识、竞争意识、
交往交流能力，这都是在家
里学习很难汲取到的。

社会机构调研在
家上学族

“在家上学”这个群体的
出现，受到调研机构的关注。

去年夏天，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启动了“在家上学”调
研，项目预计今年底完成。

“这个群体在中国的具
体数量、教学质量和发展速
度等状况，都还没有任何专
业机构做过权威的统计和调
研。”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项
目官员肖雪说。

肖雪介绍，这个群体在
国内的合法地位也还有争
议，调研为促进政府和公众
认识“在家上学”，促成政府
对其立法并监管。

■ 视角

在校老师：孩子不入校弊大于利

有教育专家认为，家庭
自主教育相对学校教育而
言，自主性更强，更能体现
孩子的个性，激发孩子潜
能。但在家上学，关键要看
家长们的“教育设计”。多
位教育专家强调，选择在家
上学，家长尤应慎重。

建议1：修改现行
义务教育法

储朝晖是中央教育科
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介绍，
在家上学，就国内而言，目
前与义务教育法相违背，义
务教育法要求孩子到指定
的学校接受教育。

储朝晖介绍，美国、日
本都出现过“家庭自主教
育代替学校教育”案例，之
前也与相关法律相违背，
但因现象普遍存在，政府
逐渐修改了法律，允许具
备一定条件的孩子接受家
庭自主教育。

储朝晖建议，如果在家
上学成为未来教育不可或
缺的趋势，建议不妨修改现
行义务教育法，保证“在家
上学”群体的合法性。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刘
云杉看来，在家上学悄然兴
起，与当下学校可能存在
的教育积弊不无关系。如
学校是兼顾大多数人的集
体授课，对少数学生的关
注会不够。另外，一些学
校只看重成绩、名次，可能

忽视学生身心的发展和人
格的培养。

建议2：在家上学
也能和学校接轨

学校教育或存积弊，但
“在家上学”也未必一定好。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称，是否支持在
家上学，要看家长们的“教
育设计”。过程中，应通过
立法，将在家上学纳入法律
监管系统，明确政府和家庭
的责任，如政府应对在家上
学形式、父母应有资质、课程
设置进行监督，相关教育部
门评估在家上学质量。如果
一些家长达不到在家上学标
准，就会影响孩子成长。

储朝晖提醒，在家上学，
家长不能忽视孩子们之间的
交流，孩子群体间的沟通交
流，是成长的必修课。就国
外而言，政府和民间机构会
针对家庭自主教育的孩子，
经常开展交流活动；而在我
国，就目前而言，相关教育类
活动还处于空白。尽管义
务教育阶段设计的一些课
程被一些家长所诟病，但综
合的教育课程毕竟也有合
理之处，家长不能忽视。

刘云杉建议，在家上
学，可实行学区制，在家上
学的孩子在学区内某个学
校做登记备案，定期做检测
评估。学校也可以定期家
访，孩子可以定期回到学校
参加考试、重要活动。

在家受教“耍单儿”
社会辅助尚处空白

对孩子父母而言，《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
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
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
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
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
成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
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
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
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限期改正。

采访中，多位在家上学
孩子的家长说，学校并不愿
意让孩子离开，但因家长坚
持，学校只能妥协，在家自

学的整个过程中，并未见任
何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介入。

6 月 21 日，北京市教委
教育服务咨询热线工作人
员称，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

“在家学习”案例，但家长所
反 映 的 类 似 情 况 并 不 多
见。该工作人员称，孩子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家长
都应该尽到教育的义务，
将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如
果孩子在家学习，与义务
教育法相违背，另外家庭
教育环境，家长知识水平，
孩子受教育进展等都可能
与学校教育相脱节，可能
影响孩子成长。

该工作人员称，不提倡
家庭自主教育。针对“在家
学习人群如果增多，教委有
何举措”，该工作人员称，将
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 官方说法

市教委咨询热线：
不提倡在家上学

■ 专家观点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申志民
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实习生 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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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回龙观某小区，张乔峰跟7岁的儿子在家玩拼图游戏。张乔峰奉行精英教育，想自己在家教孩子，把孩子送进世界一流大学。6月20日，自家房间里，馨文随着音乐跳起了自学的舞蹈。9岁的馨文没上过学，一直在妈妈指导下自学，妈妈想培养她朝演艺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