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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做法

禁止学前教育被写进宪法中

一位中国父亲和一家子德国人聊天。 德国父亲告诉

中国父亲， 自己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 周末带他们出来

玩。 中国父亲问：“你们不利用周末时间带孩子参加学习

班吗？”德国父亲用不解的表情看着中国父亲：“参加什么

学习班？ ”中国父亲说：“比如跳舞、体操、绘画、钢琴、外

语、奥数之类的，我女儿在幼儿园期间，除了奥数，几乎把

所有的课程都学了。 ”德国父亲回答：“我们这里，学前教

育是被禁止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不允许教授专业知识，

社会上也没有类似的培训班。 ”

一位德国母亲向老师提出， 能否额外教孩子一些东

西，因为孩子

5

岁就学会了基本的阅读、书写和简单的数

学计算。 老师表示反对：“您应该让您的孩子与其他孩子

保持同步。 ”一个星期后这位母亲再次去见老师，并出示

了孩子高智商的证书， 老师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她， 对她

说，孩子智力被过度开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过多的知识

会使孩子的大脑变成了计算机的硬盘，长此下去，孩子的

大脑就慢慢地变成了储存器，不会主动思考了。

在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中，第七条第六款明确

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也就是学前班。

做法

不剥夺孩子珍贵的童年

德国孩子在小学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 教

育专家认为孩子的天性是玩耍， 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

的事情，不应该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

如果说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的话，那“教

育”的重点只有三个方面：

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

等。

二、孩子的动手能力。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

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情。

三、保护孩子情感胚胎，培养情商，培养领导力。

不要以为只有德国才有如此奇怪的规定， 其实欧洲

多国对待小孩子的做法基本上大同小异。 例如匈牙利立

法规定： 严格禁止教授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学习写作、阅

读、计算等。

这些国家幼儿教育的观念是：对于幼儿，大人可以教

给他们一些正确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但是，不

能剥夺孩子玩耍的权利和珍贵的童年。

法国母乳银行免费

全国共

36

家

必须拿着医生处方来取

近日， 国内成人雇用奶妈现象频频

见诸报端，而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其法律

规定：母乳与血液等性质相同，禁止任何

交易、买卖行为。为了满足需要母乳的新

生儿需要，法国设立了“母乳银行”体系，

专为急需母乳喂养的早产儿、 母亲奶水

不充足的婴儿提供母乳。

“母乳银行”根据全国

55

万平方公

里的人口密度， 设在大区或省的医疗系

统之中，共

36

个。 其正式名称是乳液中

心，职能是联系自愿提供乳液的母亲，一

旦找到这样的志愿者， 则由中心负责提

取乳液，进行化验检查，还要负责保存、

分派及运输乳液， 为需要母乳的孩子提

供卫生、安全的乳液。

“母乳银行”属非赢利性机构，受法

国医疗系统监管。 法国医院与媒体均鼓

励奶水多的母亲自愿捐献自己的乳液，

凡感觉自己乳液分泌过多、 超出自己婴

儿所需的母亲， 均可与医院或 “母乳银

行”联系捐献，“母乳银行”会派出专业人

员上门服务。 为保证所提供的乳液质量

安全、可靠，“母乳银行”要对捐献者进行

健康检查， 采集来的母乳需进行全面化

验，才能给需要的婴儿使用。化验项目包

括艾滋病毒、乙型丙型肝炎病毒、葡萄球

菌等细菌及油脂含量等指标。 这些都是

为了保证采集来的乳液适合需要的婴

儿。以免乳液含有艾滋病、肝病等各种传

染型病毒。

法国人认为， 母乳等同于药物，因

此， 一个新生儿或婴儿因种种原因需要

母乳， 新生儿或婴儿父母必须由医生出

具处方，根据处方到离居住地最近的“母

乳银行”登记，要求提供母乳。 然后，“母

乳银行” 根据轻重缓急分派采集来的乳

液。费用则根据医疗保险制度予以报销。

由于法国实行事实上的全民医疗保险制

度，还有各种辅助保险，因此，使用母乳

基本不用付钱，有关费用由医保承担。

巴黎“母乳银行”的负责人帕斯卡尔

女士告诉笔者， 巴黎大区由巴黎市与周

边七个省构成， 组成巴黎大区 “母乳银

行”体系，一共分为

8

个点，以便保证乳

液的采集、分派等。该体系随时注意建立

愿意捐献乳液的母亲数据中心， 以便强

化采集工作。她表示，法国公共医疗与卫

生当局一直鼓励乳液过剩的母亲捐赠乳

液，及时与“母乳银行”联系。 宣传强调，

捐献母乳简单易行， 这是一种团结互助

的行为。

生 时

医院用短信

提醒患者吃药

忘记吃药，不仅会延误病情，还有可

能导致病情加重。对此，美国医生想出一

个好办法，到点给患者发信息，提醒他们

按时吃药。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在慢性疾病

患者中，只有

50%

的人按时吃药。 每

19

分钟就有一个美国人因忘记吃药或吃药

不当而死亡。 美国卫生研究院的工作人

员指出，在各个年龄段的慢性病患者中，

有一半人没有按时服药。服药时间越长，

患者坚持按时服药的几率就越小。 研究

表明，如果患者能在正确的时间服药，服

用正确的剂量， 可以帮助患者最大限度

地发挥药物的疗效。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医院慢性病

创新治疗中心率先提出用短信方式督促

患者按时服药。 该中心医护人员先将患

者信息录入资料库，并进行分类，然后根

据需要，定时发出短信，如心脏病患者托

马斯每天早上

8

时都会收到一条短信，

“嗨，别忘了吃心脏病药。 ”目前，这种方

式已在全美很多医院推广， 受到患者及

家属的欢迎。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人

性化的“催药方式”应运而生。 一种全新

的移动应用———“医疗安全项目”， 使用

了云同步技术，帮助提醒患者吃药。服药

时间一到， 该系统就会给患者、 患者家

属、朋友或看护人员发送用药时间、药量

等信息。 该项目有效地减少了看急诊患

者的数量， 并能让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

的健康状况，降低医疗成本。

这个项目的创始人欧米·绍尔的父

亲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 每天需按时吃

药、测量血糖，若护理不当，会有生命危

险。父亲的遭遇促使他创建了该项目，让

与他父亲有同样困扰的患者们更好地遵

守用药时间。 “医疗安全项目”自

2012

年

推出至今，已被下载了

8.2

万次 ，目前 ，

每月新增访问量

100

多万次。

生 时

西周时期“七月流火”

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直

到明清之后才开始丰富、详细起来，但古代文人

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

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热最出名的一句话，是“七

月流火”。 此说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中的《七

月》 一诗， 诗歌开头即是，“七月流火， 九月授

衣”。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 （阴历）不

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

月 ，也就是说 “七月流火 ”，实际是形容夏历的

“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

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

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

对这一解释，不少饱学之士曾有异议。 有人

认为，《七月》所写所记的是当时的农时农事，对

四季变化与飞鸟、动物的关系很敏感。 如“七月

鸣，八月载绩”，，即伯劳鸟，每年

6

月

21

日

前后的夏至时节开始出现、鸣叫，冬至去，古人

称此鸟为“司至之鸟”。 所以，三国时魏国儒学大

师王肃谈及《七月》一诗时称：“蝉及皆以五月

始鸣， 今云七月， 共义不通也。 古 ‘五’ 字如

‘七’。 ”王肃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实为“五

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现代人用来形容天气炎热，

也曾引发颇多质疑。

2005

年

7

月

12

日，台湾新

党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 校长纪

宝成在致辞时便说，“七月流火， 但充满热情的

岂止是天气”。 纪宝成的致词旋即遭到炮轰，称

人大校长“没文化”。 质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

火”为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气渐退，

天气转凉”。

据考，把“火”理解为“大火星”，最早是东汉

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汉书·律历志》中的学

术观点，此后便被持“大火星说”者据为经典。 其

实，班固的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 因为从“七月

流火，九月授衣”来看，《诗经》中的原意可能的

确是指天热，表示“七月还很炎热，九月就已秋

凉”。 《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

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

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 大部分时

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

2℃

。 而且

《诗经》中的诗歌采自民间，如果说创作者那时

就知道“大火星”一说，并无证据。 因此“七月流

火”在《诗经》中的原意未必是说“天气转凉”，反

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气炎热”。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气转凉之

意，也侧面说明西周时期的夏天非常炎热，不然

诗人怎么会有天气转凉、气温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气象学上， 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

过

35℃

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

35℃

及以

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

“热灾”。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

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

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

1%

。

气候学家竺可桢有一种观点， 认为在公元

1900

年以前， 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 “温暖

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 除公元前

1100

年之前的第一个温暖期持续时间很长外， 其他

三个总是交替出现。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

明显多于寒冷期。 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

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 （公元

798

年），“春夏大旱，

粟麦枯槁”。 《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

热甚”。 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

908

年

7

月

17

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

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

姓说的“毒太阳”。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 而且宋

代诗中多有描写。 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

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

吏，顷刻不可对”……

宋至道二年（公元

996

年），“六月，大热，民

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四月丁

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

1400

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

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

1215

年）。 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

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 这一年又恰逢大

旱，灾情严重。 《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

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

“太热了”。 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行都斛

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 放在眼下，这一杯水

能值

10

元人民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

得起“贵如油”的水？ 以致“渴死者其众”。

清乾隆八年

“京师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铅锡销化”

然而， 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

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

1743

年。 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

“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

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

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 可以说是超级酷

暑。 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

志上均有记录，兹录几条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

7

月

25

日）京师威暑。 ”

（《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

,

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

热死。 ”（同治《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

7

月

19

日）至六月

初六日（

7

月

26

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

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民国《高邑县

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 道路行人多有毙

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 ”

（乾隆《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

树木向西南辄多死。 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

走者多，路人多热死。 ”（乾隆《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 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

“烧烤模式”。 《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

录当时的高温， 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

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 当时法

国教士

A.Gaubil

（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 ，

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

老人称，从未见过像

1743

年

7

月这样的高温”；

“

7

月

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 而且许多穷

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这些

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

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 宋君荣引用

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

7

月

14

日至

25

日，北

京近郊和城内已有

11400

人死于炎热。 ”实际被

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

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 根据中

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

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

1743

年

7

月

20

日至

25

日下午的气温值 ， 均高于

40℃

。 其中以

7

月

25

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

惊人的

44.4℃

。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 民国三

十一年（公元

1942

年）和公元

1999

年夏季，华

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 ， 分别为

42.6℃

、

42.2℃

，低乾隆八年

2℃

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

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

1911

年以前的

1000

年间，

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

19

次。 遇到如此极

端高温天气咋办？ 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

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

高温”的一种态度。 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

施。 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

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

过夏天。 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

年（公元

1007

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

课之半”。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

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

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

和救济活动。 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

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

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

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

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 因此有的皇帝会检

讨自己的施政过失。 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

即所谓“减膳”。 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

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

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 二是“虑囚”，即复审

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 《新唐书·高宗纪》

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

667

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

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

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 唐贞

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

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

倪方六

古时候的夏天有多热

今年又遇炎夏。 有媒体报道，全国有

43

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超过

40℃

，很多地方进入了

“烧烤”模式。那么，古代夏天有多热？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史上最热的夏天出

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

1743

年。当时，北京：“六月丙辰（

7

月

25

日）京师威暑。 ”天津：“苦热

,

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山西浮山：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

辄多死”……

为何德国人拿走一半诺贝尔奖

德国禁止学前教育启示录

■

德国宪法禁止学前教育。

■

诺贝尔奖获奖人中， 德裔

占总数的一半。

■

小学前“唯一的任务”就是

快乐成长。

又到暑假， 家长们给孩子报各种各样学习班的热潮又开始

了，这样做真的能让孩子保持优势处于领先吗？ 我们来看看德国

的做法，也许能提供另外的启示。

链接

外国孩子怎么过暑假

美国 参加社会活动

美国中小学的暑假大约为十星

期，没有暑假作业。假期里各种各样

的活动非常多。 最具特色的是参加

社会活动。如参观银行和警察局、学

做面包、到医院去照料病人、到湖边

去清理脏物等，目的是熟悉社会，从

小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

加拿大 夏令营是首选

参加夏令营是加拿大中小学生

暑期活动的首要选择。 加拿大夏令

营种类繁多， 能够充分满足学生的

不同需求。青少年可以划独木舟、探

险、学习驾车或者参加社区活动、旅

游、打工等。

澳大利亚 轻松过假期

假期对于澳大利亚小学生来说

是轻松的。他们没有假期作业，所以

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跟兄弟姐妹或

同学一起玩耍，要么走亲戚，要么跟

着父母出游， 或参加个人喜爱的户

外体育活动。即使要看些书，也多由

自己按兴趣而定。

法国 旅游造就年轻人

对相当多的孩子来说， 随家长

外出度假是第一选择。 有些孩子还

选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孩子交换度

假。 法国人有句格言，“旅游造就年

轻人”。 因此，旅游在法国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瑞典 家长也有暑假

瑞典人注重生活品质， 到了假

期家长可以请最多两个星期的带薪

假期，带孩子出国旅游。这是孩子们

最喜欢的过暑假的方式。

韩国 暑假学习忙

韩国一项对

6715

名小学生的

“暑假计划”调查显示：

44.2%

的学生

准备预习下学期

内容， 复习上学

期 内 容 的 占

24.7%

， 其中英

语、 数学是重点

学习内容。

北 晚

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

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知识基本上都学完了。

人们有理由担心，欧洲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已

经输给了中国的孩子， 这样的担心是多余

的。

暂且抛开中西教育优劣的争议和评判，

让我们来关注德国教育的成果：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 （含移民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德裔）获得的诺贝尔奖

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 换句话说，

8200

万德

国人分享了一半的诺贝尔奖，而全球另外

60

多亿人口只获得了剩下的一半。

欧洲人认为， 孩子有自身的成长规律，

他们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 表面上

看中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很扎实，但也

由此造成了孩子被动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

思考的习惯。

对于德国孩子而言，他们要在幼儿园里

度过将近

4000

个小时，经过漫长的探索和改

进，德国提出千万不要把幼儿园变成学校的

理念。 如何运用这

4000

个小时，是幼儿园面

临的一个问题，孩子们要快乐地成长，要学

会游戏，要学会和小伙伴相处。 在德国很少

有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 因为在幼儿园里，

轻松自在又有很多小朋友，为什么不愿意去

呢。

1

做法

幼儿园里混龄编班

不用学习写字计算

德国教育强调让孩子在游戏中

学习知识， 因此幼儿园并不进行分

科教学。 儿童在未进入小学之前，不

会被强制学习写字和计算， 孩子回

家后也没有必须要做的作业。 德国人注重孩

子兴趣的培养以及孩子在玩耍中所表现出

来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的锻炼。 德国的幼

儿园里没有大 、中 、小班 ，全部采用混龄编

班，其理念是，让孩子熟悉各种社会行为，培

养互助友爱的品质。

在德国，抛开幼儿园，就算小学低年级，

学生的基本任务也是玩。刚来德国的中国家

长对这样的教学进度通常会有点诧异，一年

就学

26

个字母也并不稀奇。 如果家长在家

里给小朋友“开小灶”，老师还会数落，这是

“超前教育”并不被看好。

德国的小学， 只对成绩标注不同等级，

比如一级 、二级 、三级 ，而且成绩不对外公

布，只有小朋友自己和家长会知道，其他同

学表现如何，根本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

在德国的小学， 中午

12

时就基本结束

了学习， 下午的时间也很少会有课外班、补

习班之类的，除非是游泳、艺术之类小朋友

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才会额外学习。 整个下

午的时间，德国小朋友都会在家里。 这样的

上学时间也导致了德国母亲的工作时间很

灵活。 在德国，妈妈选择工作时可以有不同

方案，除了全职还有半职，也可以选择一周

工作多少小时的兼职。 很多母亲，都无法全

职上班。

做法

小学只有半天课很少去上课外班

结果

德国人分享了一半的诺贝尔奖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