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也了解到，實踐在家教育的家庭包括白
領、商人、自由職業者、公務員等城市各大行業
人士。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家庭經濟條件普遍較
好，中產以上家庭佔相當比重。
如葉萬紅曾是小學校長，丈夫李春陽多年從事

企業管理工作，年收入百萬元以上。雲南大理的
陳陣做過記者，開過網絡公司，如今，在辦學的
同時，他還和妻子在大理經營㠥一家
效益不錯的客棧。他說，雖然其他
家庭的孩子加入蒼山學堂，每年會
交一定的費用，但若自己經濟條件
不行，亦很難辦下去。武漢的張
健柏曾是武漢大學哲學系教師，
同時，他還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在家上學聯盟」網站的創立
者徐雪晶，同樣是一名商人。
「我們讓孩子在家上學，自

己也要付出一定代價。精力
全花在孩子身上，幾乎沒有

了自己。」在張健柏看來，為了孩子更好地成
長，這是在家教育的家長必須付出的代價。不
過，他強調，在家教育並不是富人的專屬，他也
非常排斥「在家上學是富人遊戲」的說法。「今
日學堂亦有經濟條件一般的家庭。在家上學是一
種教育理念，而不取決於家庭
經濟條件。」

記者在葉萬紅的小學堂裡只待了兩個小時，竟也覺
得這個播㠥輕柔的音樂、點㠥香薰蠟燭的小學堂非常
親切。窗明几淨，掛㠥孩子們DIY的簾布、置物袋、
鋪㠥孩子們手工縫的床墊，一切正如寫在黑板上的幾
個大字「教育即生活」。
小學堂分為幾個區域，在廚房區，孩子們早上會親

手做自己的早餐，在課業區，孩子們每天制定自己的
學習計劃，開始一天的自學，遇到不會的地方才去請
教老師。只要能學會並通過老師的檢查，他們期間可
以隨便走動，吃零食，甚至和狗狗玩耍，前提是不影
響他人。在手工作業區，鋪㠥孩子們聖誕節的手工作
業，用松果做的聖誕樹。牆上則掛㠥孩子們的「樂高
作業」，用樂高玩具發揮自己創意拼成的不同物體。孩
子們結束了一天的課業後，要分工把這裡打掃乾淨，
有些孩子來之前完全沒有做過家務，現在也能熟練地
拖地了。而葉萬紅更讓孩子們DIY自己的作業本，環
保而且試圖讓孩子們喜歡上做作業。

記者與其中最大的孩子兔寶攀談起來，她在傳統小
學上到四年級才轉而到小學堂來上學。當被問道以後
還想不想再回傳統學校，她非常肯定地說，再也不想
回去。她解釋，以前我每天要做兩個小時的作業，現
在卻只要十幾分鐘，而且一學期下來，學的東西不比
在傳統學校少，這裡自由而且開心。她用很誇張的語
氣跟記者說，「我們以前的英語老師是瘋子，他有一
次讓我們一晚上抄三篇課文的生
字四遍，好多人都抄不
完，我也是。」兔寶
承認自己以前在學校
裡成績並不好，自
己也不喜歡死記硬
背的學習方式，
對她來說，小
學堂讓她更
喜歡學習。

在是否允許私人辦學的問題上，葉萬紅夫婦給
記者的答案是不統一的。葉萬紅認為，法律並無
說不可，而她丈夫則說，這是非法的。當然，對
於他們的小學堂，他們只稱是在家辦學，稱不上
是私人辦學。而規模較大的「今日學堂」此前就
因種種原因被政府部門關閉過。國內尚無法律規
定這種形式的學堂是否合法，但葉萬紅夫婦則告
訴記者，在美國，私人辦學廣泛受到政府認可。
記者問道小學堂的孩子是否還能夠回歸教育體

制，得到的答案是，在9年義務教育範圍內，回到
學校應該並無障礙，但是如果要在家上過初中而
重返高中的話，就會因為沒有學籍而無法入學。
記者在小學堂看到的教材也與傳統學校相距甚
遠。例如他們所精心甄選的一套科學教材，是由
台灣引進的「小牛頓科學館」的大陸版本。而語

文教材也是自己選的圖書，與內地官方教材全不一樣。這些自學的
孩子們如果再想回歸傳統學校，除了法律上有所障礙外，相信重新
適應傳統教材上也是一大難題。

生於70後的葉萬紅，曾是廣州的一名小學老師，當過
省一級學校的語文組組長、校長助理，也曾任一

所民辦小學的校長。如今她已辭職，專門在家給自己的
孩子上課。她的家庭也因這個決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兒子不再前往學校，丈夫李春陽亦辭掉年薪百萬元以上
的工作，與她一起在家教孩子。

難尋稱心學校 家變成「課堂」
因為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家長希望加入，葉萬紅索性租

下了一個兩房一廳的房子，辦起「六月小學堂」。目前
除了葉萬紅的兒子天天，還有4個從學校「輟學」的孩
子，一起在「六月小學堂」上學。
葉萬紅的這個大膽決定，緣於她給兒子尋找幼兒園的

曲折經歷。為了找到一家理想的幼兒園，她曾5次搬
家，但沒有一家學校與她的理念相契。
「我們一直想給孩子找一所奉行『愛與自由』理念、

讓孩子完整成長的學校。」曾經的教育事業讓她反思，
傳統學校一直忽略了對孩子的心理、精神與靈性教育，
孩子所接受的是沉重的作業以及千篇一律的被動式學
習。「當我以一個母親的身份來要求孩子所接受的教育
時，才發現學校在這些方面是多麼缺失。」
2011年6月，葉萬紅將房子裝修成「學校」，設有教

室、讀書室、休息室以及投影儀等。她把自己的行為定
義為一場教育的實驗，打算讓孩子至少在這裡讀完小
學。「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其他好的出路，那麼回體制內
的教育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重體驗式學習 實踐效果彰顯
小學堂的上課非常靈活。上午是語文、數學和英語，

而下午則是藝術、自然、綜合以及運動。每個周三和周
五，葉萬紅夫婦會帶㠥5個孩子分別上「圖書館課」和
社會實踐課。圖書館課就是帶㠥孩子到廣州各大圖書館
看書，看什麼書則全憑孩子們的興趣。而社會實踐課，
則是帶㠥孩子到野外活動，參觀體驗。「我們前些日子
還參觀了廣州車展，孩子們自己買票，自己排隊，而在
參觀中他們也可以增長見識。」
葉萬紅告訴記者她比較重視體驗式學習。「國內的課

本太枯燥，過於死板。」對於上課的內容，也是由孩子
們自行選擇，每天的學習目標也由孩子們和葉萬紅夫婦
共同商量。
對於在家上學的效果，葉萬紅夫婦非常滿意。經過半

年多的實踐，葉萬紅發現，不用到學校上學，孩子們也
完全可以掌握一些課本知識，且學習的進度和質量要好
於同年齡段的孩子。不僅如此，5個孩子在生活技能、
社交能力還有心理成熟度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且大部分
孩子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也高於同齡人。

類似個案不少 越來越受歡迎
湖北武漢的張健柏與葉萬紅有㠥同樣的想法。張健柏

在2003年便開始讓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學，他組建的「今
日學堂」，已有學生60多人。
張健柏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並留校擔任哲學老師長

達10多年。「有一次，學校老師讓我過去，我的小孩被
指不聽話，老師斥我『當大學老師怎麼連孩子都教育不
好』。孩子在學校本就學習得不開心，我決定讓他徹底
離開學校，自己來教。」因自辦私塾，張健柏名聲在
外，許多家長慕名前來。來此讀書的學生從5歲到14歲
的皆有，有一半學生是從常規學校轉入這一現代私塾。

張健柏說，送孩子到此讀書的家長均不認同目前的教育
體制，有的認為孩子在幼兒園就「受到了傷害」。
與「今日學堂」不同，雲南大理蒼山學堂的創辦人陳

陣則嚴格限制學堂規模。為了給孩子一個自由成長的教
育環境，陳陣從北京辭職來到大理，自創蒼山學堂。目
前，包括自己的孩子，蒼山學堂只有5個學生。
「之所以限制規模，一方面是政府怕出安全問題，一

方面是我們的力量有限。」陳陣說，儘管如此，還有不
少家長在聯繫他。2012年，陳陣有個計劃，他將和幾個
老師，帶㠥5個孩子全球遊學。他奉行生活即是教育。
據悉，在家教育的家庭還在日益增多。兩年前，浙江

義烏老闆徐雪晶創立了「在家上學聯盟」，迅速吸引了
各地家庭的會聚，網站日均點擊量超20萬，而其中，已
經在實踐在家上學的家庭超過1000個。

告別「瘋子」老師
自由開心學習

現代私塾
跳出體制外 不在約束中

廣州華師附中校長、廣東
省人大代表吳穎民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說，全國出現大量
在家教育個案，且數量不斷
增長，這種現象本身說明了
家長對於當前教育功利化的
不滿，我們的教育需要進行
反思 。他認為，除了教育功
利化外，教育資源不均衡，
教育理念有偏差，也是出現
這種現象的原因。當前很多
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很高，
自身又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
與教育能力，因此對傳統學
校有不滿。但是，吳穎民個
人不倡導在家培養孩子的教
育模式，主要原因在於不利
於孩子的自我角色定位。
吳穎民說，他常說的教育

理念是「在集體中去教育，
在教育中去培養集體」。他認
為，在學校接受教育，不僅
僅是學習知識，更是在集體
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認識自
我價值，從而知道「我在社
會中扮演什麼角色」。他說，
孩子如果只在家庭環境中接
受教育，人際交往則非常有
限，且不能體驗集體生活。
例如大型的體育運動會、或
者課堂中的集體討論，這些
都是家庭教育不能給與的。
這將不利於孩子學會團隊合
作，認知自身的長處與短
處，長期缺乏學校生活可能
帶給孩子一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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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居多 但非富人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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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萬紅說，孩子們有更多

的時間互相交流學習。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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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內地掀起了一股「在家上學」風潮，當一些家長在為孩子的學位或

沉重課業負擔而憂心忡忡時，這群家長卻讓孩子「輟學」，自行花費大量精力在家

親自教授孩子。目前，一個「在家教育聯盟」網站已有近5000個註冊會員。不

少家長讚賞這種方式，亦有家長持反對意見。但無法否認的是，「在家

上學」風潮引發了社會對中國當下教育模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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