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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实习生 刘丽菲 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本报今年9月5日曾报道

过的“ 追梦青年”侯鹏，如今在他的

功夫梦上又开始迈出坚实的一步。来

自1 4个国家的40多个博士和硕士正

式拜师成为他的徒弟，为此他们还举

行了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拜师仪式。

作为侯家拳的传人，侯鹏为了传统武

术已经奋斗了许多年，如今他终于可

以把自己的功夫向世界推广。

上海理工大学功夫英语沙龙暨

“ Ti ger” 武学堂近日在学校成立，吸

引了来自法国、越南、缅甸、老挝、韩国

等1 4个国家的40多个博士和硕士留

学生热情参与。此次活动主要是由上

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团委主席、机械动

力与工程学院研二的学生侯鹏牵头组

织的，他也是“ 虎搏功”的唯一传人。

活动开始之前，留学生们就积极

做起了“ 热身运动”。猜字谜、脑筋急

转弯、绕口令等各种充满中国特色的

游戏让众多留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

紧 接 着 ，“ 虎 搏 功 ” 唯 一 传 人 、

“ Ti ger”武学堂“ 堂主”侯鹏向留学

生们介绍了“ 虎搏功”的由来，其现

场精彩的功夫展示更是赢得了国内

外学员的阵阵掌声，

中国武术特有的寸劲和虎搏功

擒拿手，尤其让洋徒弟们感觉不可

思议，几个徒弟现场还学习了虎搏

功的动作。侯鹏坦言，让中国的学员

练习流利的口语，也让外国的学员

练习中国功夫，这一举两得的特点

和优势，促进了“ Ti ger ”武学堂的成

立。如今，又 多 了“ Ti ger ”武 学 堂

“ 堂主” 身份的侯鹏说：“ 来自1 4个

国家40多个博士和硕士成为了我的

徒弟，现在我的徒弟遍布这么多国

家，这是多年前我不敢想象的，而且

我们创下了很多武术界之最，比如

学历最高，这些国际留学生的学历

都是博士和硕士。”

侯鹏自幼学习侯家拳，练习虎搏

功，这是一个在东北土生土长的小拳

种，目前传播范围不广，影响区域也

不大，但是侯鹏认为这是中国千年文

化的一部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

有它的文化价值和民族价值。

侯鹏表示：“ 我出生在一个武术

世家，我的家族练习武术一千多年，所

以我对武术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很希

望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传播这一文

化。组织Ti ger 武学堂主要有三个目

标，一是和留学生们一起把英语和汉

语学好，交流中外文化，二是把中国功

夫学好，三是让留学生们多多学习中

国的礼仪文化，通过向留学生们传授

功夫，希望能够慢慢地使全世界的人

们都可以通过学习功夫修身养性。”

“ 虎搏功”传人钻进英语沙龙开设武学堂

教洋学生们来学中国功夫

鲁迅说“ 晚安”有啥深意？
语文阅读理解“ 被过分解读”问题再引网友热议

校园原创微视频
网络展评活动开机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日前，“ 首

届校园原创微视频（ FILM)网络展评

活动”各区县初审“ 开机”仪式在黄

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举行。作为

一项全市性的大型学生类实践活动，

此次校园原创微电影活动旨在加强

立德树人，激发广大中小学生的爱学

校、爱生活之情，展示他们的实践能

力、创新精神和健康向上的审美追

求，促进上海德育和艺术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 美丽校园·

美丽故事”为主题，鼓励学生在自己

日常学习与生活的校园内，以自己的

方式发现美、记录美、展现美，传递校

园正能量。“ 活动以孩子们普遍喜爱

的视觉影像方式，为他们打造了一个

生动的德育教育互动平台，希望社会

各界对这项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 展 的 艺 术 实 践 活 动 予 以 充 分 关

注。”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会

长陈步军表示。

接力服务平台
助力创业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201 3创客

汇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闭幕式近日在

创智天地举行，至此，由上海市大学生

科技创业基金会主办的201 3创业周暨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在上海圆满闭幕。

闭幕活动上，创业接力集团与上

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以及中华英才网

正式签约，各方将共享服务资源，创新

服务产品与服务项目，为创业企业提

供更为专业、全面和便捷的服务。

根据协议，在升级版的研发服务

平台上，创业接力集团将提供完善的

科技金融和创业服务支撑，导入该集

团旗下的诸多特色创业金融服务功

能及模块。通过这个新平台，中小微

创业企业能享受总担保授信额达25

亿元的融资担保服务，还可申请以优

惠模式（ 投资+孵化）入驻杨浦区面

积达8000平方米的孵化基地和创业

苗圃。新平台上，研发服务平台将为

企业提供专业研发资源支撑。

黄浦区成立
青年读书会联盟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昨天下

午，在黄浦区团委指导下的“ 黄浦区

青年读书会联盟”正式成立，区内黄

浦法院读书会、淮海集团“ 书香墨

浓” 青年读书会等1 5家读书组织成

为首批成员。采访中，青年报记者了

解到，黄浦区团委将通过推荐书单、

赠阅图书、组织论坛等方式，为全区

青年的阅读分享提供更广阔的交流

平台和资源支持。

新制作的书签，印上了不同读者
的感言。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 虎搏功”传人侯鹏又开辟出一块传授绝学的新天地。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当鲁迅写出“ 晚安！”，

多数人会觉得这是礼貌性问候，可能

语文老师不这么认为：“ 晚安的‘ 晚’

点明时间，令人联想到天色已暗，象

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这是昨天

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文字，如此分

析让不少网友想起中学时的语文阅

读理解，“ 文字被过分解读了。”

资深语文老师表示，这段话略显

夸张，有针对语文考试折射的阅读方

法暗讽的意味，“ 如今硬套的回答形

式有所减少，教育要培养孩子的阅读

能力，而不是格式化文本阅读。”

“ 晚安”反映社会黑暗？
这段被大量转发的文字写道：鲁

迅：“ 晚安！” 语文老师：“ 晚安”中

“ 晚”字点明了时间，令人联想到天色

已暗，象征着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在这

黑色的天空下人们却感到“ 安”，侧面

反映出人民的麻木，而句末的感叹号

体现出了鲁迅对人民麻木的“ 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鲁迅：“ ⋯⋯”

这段文字让不少人想起了中学

时期阅读理解的答题方式。大学毕业

于中文系的严小姐说，她看到后第一

反应就是中学时期的语文参考资料、

一课一练，“ 阅读理解答题模式都是

这样，被标准答案整出好多意思。”在

严小姐看来，虽然这样分析没有影响

她对文学的热爱，但如此肢解文章她

不敢苟同，“ 本来属于文学艺术的美，

却要用理性的框架来套嵌。”

初中生洋洋看到这段分析文字

后不住地点头：“ 得分点都有了。”他

告诉青年报记者，他已把语文题当数

学题来做，“ 套上解答公式就肯定能

得分。”洋洋回忆说，上学期做过一篇

名为《 鱼王》的阅读理解，说到主人

公去世像沉沉地睡去，“ 因为用了比

喻，我在回答时一定要写生动形象地

表现了什么内容，否则要扣分。但明

明是一篇悲情感人的文章，我觉得写

生动形象很残忍。”

洋洋表示，如今他看完记叙文都

不太愿意思考，“ 真希望以后阅读理

解就让我们写200字感想。”

培养阅读能力不是格式化答题
网友根据这段分析文字纷纷进

行延伸，网友“ 关昊_les l i e”就替语

文老师解读了鲁迅写出“ 吃饭”两字

背后的深意，“ 语文老师：吃字暗指

生存状态，表明鲁迅先生巧妙抨击封

建社会人吃人的落后思想，饭则是反

讽的最佳体现，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中

国人民是根本吃不饱饭的，由此可见

鲁迅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伟大情怀。”

上大附中刘华霞老师得知这些

段落文字后觉得，分析略微夸张，但

反映了语文教学的两个问题，“ 第一

是语文答题踩分点意识，第二是对语

文文本过分解读，阅读格式化。”

刘老师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近20

年，在她看来，有些语文老师的确讲

究答题格式，往往会脱离文本进行分

析，“ 形式大于内容，不利于培养孩子

对语文的热情。”不过相比以前，她觉

得硬套的情况已经有所减少。

刘老师表示，单纯训练孩子答题

技巧没有好处，重要的是对学生思维

与阅读能力的培养，“ 就如上小说阅读

课，可以适当弱化小说三要素等概念，

尝试让学生先提问，根据自己的问题

仔细阅读，强调怎么能读懂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