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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带数字的熟语来表达：

1、形容一个人行事死板，不会变通

2、指胡搅蛮缠，乱搞

3、头昏脑胀，糊里糊涂

4、常常

5、乱说胡扯

6、充老成，卖老

7、形容时间很长

8、甘心服从、佩服

9、事情弄砸了，没有指望了

10、不整齐

（答案见 41 页）

上海话小测试

化开始。

　　这样的支持，一方面给了现代宝贝自

信，一方面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从 2006

年到 2012 年，6 年间，沪语幼教从“三言

两语”发展出了“海派文化特色课程”。

幼儿园中的每个班级都有一位沪籍教师，

这些教师一同组成了“沪语小组”，致力

于海派文化的收集和梳理，选择其中适合

幼儿教育的内容，教给孩子们。

　　2009 年，上海举办从幼儿园到中学阶

段的“名校长培训”。在所有入围者中，

凌捷是唯一一位来自民办幼儿园的园长。

为期 2 年的培训让现代宝贝的“海派文化

特色课程”得到了各路专家学者的关注和

把关，最终还出版了教材。来自教育界的

认可使得相关争议越来越少，教师们的底

气也越来越足。

　　如今，“海派文化特色课程”已经有

了相当的规模，一只手都数不过来——10

个系列具有老上海特色的建筑；20 种上海

本帮美食；30 个民间小游戏；40 首儿歌

童谣；50 句日常对话；60 个佳节庆典、

中华老字号——课程不仅是沪语教学，还

有大量的参观实践活动，让孩子和家长们

都乐在其中。

　　每年，幼儿园都会举办“海派文化节”。

节日活动内容很丰富，有时会请来专家为

大家作上海文化讲座；有时会邀请家长参

加“海派创新菜烹饪大赛”，鼓励孩子们

用平时积攒下的“宝贝币”去换取食物，

此举更让许多外地家长体验了一把对于上

海文化的“存在感”。

　　2010 年，现代宝贝还与三林镇妇联一

同筹办了“儿童沪语达人秀”。全镇无论

公办、民办还是培训学校纷纷参与其中，

1000 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在 1 个月时间

内各显沪语才能，从童谣、沪剧、说唱，

到独角戏、小品、讲故事……样样出彩。

凌捷回忆道：“还有盲人爷爷拉着二胡来

配合孙子演出，非常热闹，给我的感觉就

是，大家真的都很‘起劲’。”——沪语

深厚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一斑。

流传多年，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能让沪语

文化就此在自己这一代中断。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太多幼儿园以“汉

英双语”教学为荣，“沪语教育”并不吃香。

凌捷说：“双语的‘洋派’教育固然受欢迎，

对孩子也有益处，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海

派’。在教育学上有‘九大敏感期’之说，3-6

岁正是孩子们的语言敏感期。语言学家钱

乃荣教授曾经跟我说，传承上海话一定要

从幼儿园开始做起。”

　　现代宝贝幼儿园的生源由 1/3 浦东本

地人、1/3 外区动迁居民和 1/3 的外埠居

民组成，平时用上海话进行沟通的比例不

高，即使是本地人，也存在沪语口音不标

准等问题。起初，幼儿园给学生们发放了

童谣光盘，让他们带回家，请家长伴读教

授——结果许多家长反馈说他们自己都不

会。到头来，幼儿园改用“三言两语”课

程先教会孩子们，再由他们将沪语带回每

个家庭——效果立竿见影，家长们的好评

远远超出预期。

　　迄今，现代宝贝的沪语教学已经坚持

了 6 年。让大家深感欣慰的是，孩子们纷

纷以学习沪语为乐，会在课间自觉地用沪

语交流，还把这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带入了

家庭——学生家长们的沪语水平在这 6 年

间也是水涨船高。今年该幼儿园编撰了一

本《爱上海，爱宝贝——现代宝贝幼儿园

原创上海童谣集》，其中除了幼教老师们

的创作之外，更有许多外地家长，用沪语

童谣创作来表达他们对上海这片土地的归

属感——“四海朋友争相来，再看今朝大

上海。”

　　

争议渐少，底气更足
　　

　　其实在 6 年前，沪语幼教刚刚展开时，

幼儿园也曾受到过各种质疑。矛盾的焦点

除了“上海人还有不会说上海话的？”，

还有一点就是：专门开课学沪语，会不会

占去其他课程的比重，从而导致课程失

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质疑

声越来越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

多年“校园不提倡讲上海方言”的洗礼，

大家忽然发现，真的有很多“上海小囡”，

不会讲上海话了！

　　2006 年 9 月，上海市教委宣布，“为

推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让幼儿更好地了解上海的乡土文化，将把

上海方言、上海童谣等引入幼儿园日常

课”，并称之为“乡土文化课”，出版了

一本题为《阿拉上海人——幼儿乡土文化

教育参考资料》的教材。该书分为三大块，

以“沪语儿歌”、“民间游戏”和“生活

情景对话”来教授沪语，还附有一篇“普

通话沪语词汇对照”。

　　政策上的支持为沪语幼教指明了方

向，对以海派文化为特色的现代宝贝来说，

无疑是一剂强心针。而让凌捷更添信心的

是，2006 年幼儿园开办沪语幼教的第一天，

日本 NHK 电视台就来采访。此后，在这

家规模并不算大的民办幼儿园里，一直不

缺少外媒的身影——BBC、亚洲卫视、新

加坡卫视……纷至沓来。吸引它们的是，

在经济如此发达、如此全球化的上海，还

能有人这样重视本土文化的保护。物以类

聚，这些不远万里前来采访的国家或城市，

也都对保护本土文化极为重视。在它们看

来，包容多元文化，就是要从珍惜本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