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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丽珍

说起丢文具的事，妈妈们总是有一肚子话想

说。

“我儿子一年级丢了 70 多支铅笔，橡皮起码

也有 20 多块，怎么说都没用。”跟很多妈妈一样，

陈女士如今买橡皮，是一盒一盒地批发，24 块一

盒，一学期起码也要用掉两盒，“关键是只要掉在

地上，他就不认为是自己的。”

让陈女士哭笑不得的是，有一次学校开放日，

她去班级参观，失物招领的地方看到了很多“疑

似”自家的铅笔和橡皮，“他说不是自己的，没有证

据。”

还有家长说，给女儿的橡皮贴了姓名贴，结果

放学回来，橡皮就“全裸”了，别说姓名贴，连外面

的包装纸也不见了，“管它好不好看，我就用圆珠

笔在橡皮上面写了她的大名。”

丢铅笔、橡皮，也不是一、二年级小毛毛头们

的“专利”。有家长说，女儿一、二年级的时候，一

块橡皮没丢过，都是自己用完的，到了三年级突然

开始丢东西了，一个学期丢了 8 块橡皮，“那段时

间感觉自己每周都在买橡皮。”

有老师说，去年升年级搬教室，整理了一个礼

品袋的丢失物品，“低年级的时候更多，一周就能

捡到十几支铅笔”；还有老师毛估估，自己一个学

期起码能在教室捡到上百支铅笔，讲台上的“无

主”文具需要定时清理。

不仅丢文具，还有娃会丢书、衣服、雨伞、水

杯。张女士的娃一年级第一天放学回来，书包里

语文课本就不见了。“这倒好，课都没开始上，书丢

了。”没多久，家长群同学妈妈提醒，儿子的语文书

出现在了同学的书包里，“开学这段时间三天两头

有妈妈在问，谁谁谁的作业纸在其他同学书包里

了。我就奇怪了，写着名字也能丢？”

在杭州一所小学，专门设置了一个失物招领

处。老师说每个月都会通报班主任，让班里的同

学认领物品。校服、外套、水杯、雨伞、手拎包、美

术箱⋯⋯品种丰富，光水杯就有20多个。学校一

个月发布一次图文信息，然后定期集中处理，似乎

主人们也察觉不到。

当然，有娃少东西，还有娃会多出文具，也让

爸妈苦恼。

“带一块橡皮去，带回来 N 块小橡皮，都是别

人不要的丢地上的，他全捡回来了。”吴女士提醒

儿子，别人的东西别要，儿子理直气壮，“他说问过

别人，他们都不要了。”

“我家铅笔盒里除了没有自己的那份，一堆别

人的，问他就是别人送的。”有妈妈说。

有学生一年丢了70多支铅笔 文具越用越少

孩子老是丢东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多所学校的老师都提到，建议家长们给孩子

的各种物品都贴上姓名贴，这样至少丢了还能找

回。很多时候文具“跑”到老师讲台上，就是因为

长得都挺像的，掉在地上孩子就认不出了，是不是

自己的也搞不清楚，最后无人认领。

“低年级的小朋友除了尽量在文具上贴姓名

贴，通常也会反复提醒，要及时收拾整理文具，比

如铅笔、尺子、橡皮要放进笔袋，丢失率会降低很

多。”杭州市长河小学班主任周婷说，在她的班级，

她还会和家长、小朋友约定，每天回家数一数铅笔

支数，看看今天丢了几支，以提高孩子保管好物品

的意识，“还有就是设立了奖惩制度，掉地上被捡

到讲台上的文具，如果要赎回去，就要用积分卡来

换。”

积分卡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很珍贵，“一般都是

碰到连线题，发现没尺子不行，才会想着来赎回，

不然宁可回家重新买过。”次数多了，孩子们心里

也有了一根弦，提醒自己不要丢三落四。

杭州市闻涛小学傅建丽老师说，对于一年级

的小朋友来说，行为习惯的养成很重要。“我们老

师一般会一周检查一次，看看小朋友的文具上有

没有贴姓名标签。贴上标签后如果掉到地上被值

日生捡到，那就要扣文具主人的一颗小星星，用这

种方式慢慢提高他们的行为规范意识。”

在杭州市北塘河小学，新一年级入学前推出

了新生训练营，第一天就专门聚焦习惯的培养，规

范的养成，从整理书包、笔袋等细节入手，让小朋

友们明确知道，尺子、橡皮、铅笔应该放哪里，做到

物归原位，减少文具丢失的发生。

一些妈妈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鉴。

家长冯女士说，她会让娃把短的铅笔带回家，

集齐10根就能兑换小玩具，而且明确得是自己用

过的铅笔，不能是其他同学的。孩子渐渐就有了

管好铅笔的意识，丢笔的次数明显减少。

针对橡皮，有妈妈说，自己是把一块大橡皮

切成好几块，隔一段时间发一块；还有的特地购

买手掌大的橡皮，因为体积大又显眼，用了大半

学期都没丢。在淘宝上，还有商家推出了橡皮

防丢神器，一根绳子，一头连着橡皮，一头系着

笔袋，防止丢失。有妈妈真的买来尝试，效果也

不错。

设积分、扣小星星 文具防丢有妙招

“儿子上了一年级，感觉他是懵的，每周装六七支铅笔在笔袋里，周一齐全，周二

缺几支，掉几个笔帽，周三又少几支，写着写着袋里就剩一支笔了⋯⋯”开学两周，有

家长感叹，自家娃是不是会“吃”文具，铅笔、橡皮、尺子不知道丢了多少。有家长安

慰，这不算什么，毕竟自家娃连书本、作业纸都出现在别的同学书包里。有些班

级家长群，一到放学，就进入失物招领和置换物品时间。

这一点，老师们也有发言权。

“别说一年级，二、三年级照样也会丢东西。”有老师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讲台上一盒文具，里面四十多块橡皮、二三十把尺子，还有一大摞铅笔。

开学才开学才1010天天，，老师捡到老师捡到4040多块橡皮多块橡皮
贴标签贴标签、、挂绳子挂绳子、、兑换小玩具兑换小玩具，，家长们发起文具家长们发起文具““防丢防丢””总动员总动员

有老师晒出教室里捡到的文具有老师晒出教室里捡到的文具

学校失物招领处的水杯学校失物招领处的水杯

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生在社会实践中

本报讯 今年夏天，浙江大学-中国美术

学院联合暑期社会实践在含山村展开。浙江

大学林玮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阮悦来副教授

分别带领各自的团队，以含山蚕丝文化为基

础，为当代纤维艺术与青年创业的乡村实践

开辟出地方样本。

位于湖州南浔区善琏镇的含山村，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含山轧蚕花”的发祥地

之一。这一传统民俗关联着当代艺术与时尚

的走向，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休闲学专业与

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师生的挖掘下，

显现出新的生机。

来自浙江大学的师生团队深入挖掘，围

绕含山的当地文化，开展文化营造与内容创

新，并联合海外多位青年艺术家，开展“Tā

处”艺术展、影像放映会和交流活动。来自世

界装置艺术前沿的想象，重新弥散于乡村的

旧宅之中。

在短短数日社会实践中，含山器物展、光

影展、工作坊、交流会等活动频频出现，返乡

大学生与两所高校的师生共同创造了一个乡

村与全球对话的新场景。

同时，“只此青绿·艺术家联名咖啡”商业

项目、“社区花园”共创项目等相关机构在暑

期社会实践期间为含山注入支持，让这一艺

术新空间有了青年创业的属性。

浙江大学与中国美院的师生团队联合为

含山构想未来规划，通过吃、住、游、购、产、

学、文、娱的全链条闭环场景打造，得到了当

地政府的认可与好评。

一次暑期社会实践，两所浙江高校的整

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青年的视角。“逃

离城市的背后，仍有着对乡土的眷恋与想象，

这是几代中国青年的使命，而我们要高度评

价与重新认识这一使命”，林玮说。

通讯员 于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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