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磨一剑 华泾“大品牌”

熟悉华泾社区的朋友都知道：社区有

两大品牌，一是黄道婆棉纺织织布，二是

中老年珠心算班。 12 月初，天气寒冷，华

泾镇社区（老年）学校课堂里却暖意融融。

一群头发花白、神采奕奕，身穿橙黄色外

套的老人正跟着老师的指引，伴随着优美

的音乐，做着独特的手指操。 他们是学校

“中老年珠心算”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已

经接近 70 岁了。

说起华泾镇社区(老年)学校“中老年

珠心算” 课程， 它的名气可不小。 早在

2010年 3月，学校与上海市珠算心算协会

联手开发《中老年珠心算》学习项目，在全

国乃至世界都是首创。2012年学校成为区

级珠心算课程教研基地。 历经十余年的时

间，“中老年珠心算”课程不仅发展成为了

一门特色课程，斩获各级各类奖项二十余

项，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专著。2015年

申报的实验项目《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被立项为上海

市重点项目，并被评为上海市社区教育示

范项目。2017年，来自 22个国家和地区的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学术交流代表团与

会代表 60 余人曾到学校观摩教学活动。

2022 年 10 月， 又添一项荣誉， 被评为

2022年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算盘，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

算机”，中国的珠算，已经有 1800 多年的

历史，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但随着

社会的发展，电脑、计算器的

广泛使用，珠算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已经退休可以安享晚年的老年朋友还

有必要学习珠心算吗？

曾经遭冷遇 志愿者老师来力推

人老了，跳跳广场舞，搓搓小麻将，逛

逛小菜场， 唱唱 KTV……哪有心思搞这

个成年百古的“算盘”，再说信息化、电子

化时代的到来，算盘已被淘汰，借助人工

智能大数据推演，计算机都能又快又好把

数据精准无误算出，还学啥“珠心算”。

这是大多老人的“心结”。据华泾镇社区

(老年)学校常务副校长郭玮介绍，课程刚刚

推出的时候，招收到的学员不足 10人。有些

老年人认为，都退休了，还有必要学习“打算

盘”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听说要“做题目”，更是

望而却步。 学校一边坚持建设课程，一边推广

成果，与上海市珠算心算协会共同编写了《珠

算心算》教材，课程建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与时俱进，学员们还自编了算盘舞、算盘操，

通过巡讲、表演的形式，持续不断地推广珠心

算课程。 从最初不足 10人的小班级，发展到

如今拥有近千名学员， 课程被推广到全国 16

个省市地区，每年组织学员参加海峡两岸珠

算通信比赛，开展两岸珠算文化交流活动。

金老师是珠心算班的一名老学员了，

古稀之年的她曾是一名数学老师。 退休

以后，她发现自己有记忆力减退的现象，

比如，看见熟悉的电影明星，却怎么也想

不起他的名字。 刚好那时候“中老年珠心

算”开班，金老师立刻报名，十余年来，她

坚持不辍地学习珠心算。 她说，记忆力减

退的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数字依旧

敏感，现在，她去买菜，收银员还没有算出

来总价，她已经先算出来了。 金老师说，

老年朋友学习珠心算，健身又健脑，双手

都要动，嘴里念着，脑子里想着，可以增

强体质，益智健脑。 大家一起学习，相互

交流，更加有助于身心健康。

学员俞阿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一段

珠心算， 从 1到 100的加法，75岁的俞阿

姨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完成。 周围的学员

们还说，俞阿姨今天紧张了，不然还要快。

学校不少学员成为了志愿者， 他们走

进居委会、养老院、阳光之家，教会更多的

人学习珠心算。郭校长介绍，志愿者们很了

不起，他们都通过考核拿到了 6级证书，自

己也是老人， 还要参与集体备课和教学研

讨，四处去巡讲、表演，很辛苦，也很快乐。

课程拓展、师资培训双管齐下，

受益面达七省市

2019 年，“智学珠心算” 学习小程序

正式上线。 学员只需在各类智能设备上

点触，随时随地即可开展珠心算的学习。

这个小程序在疫情期间，再次发挥了

大作用。 疫情严重时，居民都封控在家。

珠心算班的学员们待在家里，可以打开手

机，练习珠心算，活跃身心，大大缓解了封

控在家的郁闷和无聊。

目前，学校一方面致力于课程数字化

资源的建设； 另一方面致力于课程的推

广。 继 2020 年举办“两岸六地”《老年珠

心算》 线上同步教学、2021 年首届全国

《老年珠算心算》课程建设学术研讨会后，

2022 年 11 月 28 日 --30 日，为期两天半

的全国老年健脑珠算心算课程师资培训

在线上正式开班，全国共有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武汉、四川、云南、内蒙古等 7 个

省市， 近 80 位学员参与此次培训。 通过

培养一批珠心算课程志愿者教师的举措，

进一步扩大该课程的受众面，让更多的老

年人从珠心算课程的学习中获益。

这个“宝贝”丢不得 还须发扬光大

谈到为什么要如此热心推广珠心算，

郭玮和学员们都颇有感触，珠心算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万上亿

个数据,都是科学家们用算盘计算出来的。

珠算的计算功能对我国经济、文化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它这种

“手脑并用”的计算方式，对人的智力及潜

能的开发，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应用价值。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还有这么个“宝贝”。

华泾镇社区(老年)学校也将不断探

索教育载体与学习形式的变革与创新，让

珠心算课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祖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动动手指 拨拨珠子 用用脑子

华泾老年社区学校这门课程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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