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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成长路
回首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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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纸灯笼
张军霞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我家的“翰林书院”
杨琼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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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儿子上小学了。由于女

儿与儿子的学校相距很远，我周

一至周五陪儿子在城东家住，周

末再带着他回到城西家里与读

高中的女儿相聚。可是周末两

天，儿子常常过得百无聊赖，靠

看电视消磨时间。这个小区里没

有他熟识的伙伴，他姐姐忙于学

业，无暇陪他，而我要抓紧时间

做家务、为姐弟俩改善伙食，也

没空带儿子出门玩。

为了让儿子的周末生活更充

实一些，我向他提议：“我们不如

把餐厅的博古架改成书架，把餐

桌当作书桌，上午你写作业，下

午我们俩一起读书，既能相互陪

伴，也能有点收获，你觉得怎么

样？”儿子听后很高兴，马上着手

把散落在家中各处的书刊都上

了架，并分门别类地摆放、调整，

忙了大半天他才满意，远远地站

着欣赏起自己的成果来。不一会

儿，他兴奋地对我说：“妈妈，这

就是我们家的‘翰林书院’。”我

心头一喜，这小家伙什么时候学

会了这么文绉绉的词，我问他为

什么，他答：“因为我们小区就叫

瀚林花园啊！”我心中暗笑，此瀚

林非彼翰林啊，不过他能信手拈

来，也是不错了。于是我还是称

赞了他，并借机向他解释了“翰

林”的意思。

第二天吃过中饭，女儿出门

上课。我把餐桌收拾干净后，铺

上一块浅蓝色的台布，就和儿子

各选一本书开始读起来。也许因

为有了我的陪伴，儿子看书很专

注，目不转睛，偶尔还会发出会

心的笑声。谁说小孩子很难静下

心来读书？只要有温馨的环境，

家长陪伴到位，看，孩子读得多

投入呀！

为了让亲子阅读的氛围更

好，隔周的周末，我又邀请了两

位朋友带着孩子到我家来一起

读书，两个孩子和儿子年龄相

当，三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打成

一片。一开始，我们采用默读的

方式各看各的书；然后，我们又

采取朗读、复述的方法，把书中

的精彩内容分享给彼此。孩子们

争先恐后地积极参与其中，朗诵

得富于感情，尤其是儿子，分享

结束时还不忘提两个问题，“检

验”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认真听

他读，他还要求“惩罚”答错的人

为大家唱一首歌，我们家充满了

浓浓书香与欢声笑语。

美好的时光虽然短暂，但阅

读的快乐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

中。两位朋友临走时与我们约

定，只要时间允许，每周都举办

这样的亲子读书会。孩子们也恋

恋不舍地告别，期待着下一次

相聚。

就这样，周日下午的“翰林书

院”里，常能看到三位妈妈陪着

三个孩子围坐于餐桌前共享读

书乐趣的场景。身处其中，我常

常被这样的气氛感动，与孩子相

处、与书籍相伴的时光多么美好

温馨、其乐融融。

希望我家的“翰林书院”能给

这三个孩子留下值得珍藏的童

年回忆，让阅读与陪伴成为他们

心中最美的风景。

今年，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先

后布置了几次家庭手工作业，其

中一项是做纸灯笼。

纸灯笼？我听女儿一讲，有些

犯难，连忙上网搜索。嗬！立刻跳

出来几百个相关的教程，但家里

材料有限，仅有一包十几厘米见

方的彩色卡纸，于是，我挑选了

一个灯笼样式最简单的视频教

程，并准备好儿童剪刀、胶棒、彩

纸和铅笔，让女儿照着视频步骤

来做，实在不会的地方，我再

帮她。

看起来简单的事，对小孩子

而言却十分不易。做灯笼的第一

步，是要在卡纸上画出圆形，再

用剪刀沿边剪下来。做灯笼共需

要20个圆纸片，一张彩纸经过两

次折叠，可一次剪出四个圆。我

找来一个罐头瓶盖，让女儿拿铅

笔沿着瓶盖在叠好的纸上画圈。

可女儿力气小，握不牢东西，瓶

盖在彩纸上不时滑动，画出的圆

也就歪歪扭扭变了形。于是，我

帮她按稳瓶盖，她自己动笔，才

勉强画好了需要的圆形。

然后，女儿手握小剪刀，费力

地沿着自己画好的线，不自如地

慢慢移动着剪刀，时不时地会偏

离界线，最后剪出来的圆都不是

太规范。接下来，要把剪好的圆片

均匀地粘到一张长方形彩纸上，

再将其卷起、粘牢。女儿手握小胶

棒又涂又抹，弄得一双小手黏糊

糊的，尽管她很认真，仍难免粘得

高高低低。最后，再拿一张纸，剪

出两个长条状，一根粘到灯笼底

部，一根粘在顶部作为提手，一只

小灯笼就算大功告成了。

女儿从晚饭后，一直忙到该

睡觉的钟点，一番努力总算没有

白费。女儿高兴地举着自己的作

品又蹦又跳，我也为她感到高兴。

说实话，这只小灯笼做得很粗糙，

但我觉得无妨，毕竟女儿从中获

得了快乐与成就感，这就够了。

第二天，我送女儿去幼儿园，

站在走廊上，就透过玻璃看到教

室中已摆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纸

灯笼了，我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

气：怎么个个都那么漂亮、精致？

相比之下，女儿这个歪歪扭扭的

纸灯笼，简直就像闯入一群“白

天鹅”里的“丑小鸭”。显然女儿

也发觉了这一点，她先是一愣，

进而把举着灯笼的手藏在了身

后，拉着我不肯进教室。

这时，老师看到了我们，走过

来询问，听我道出缘由后，认真

地向我解释道：“我们布置手工

作业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孩子的

动手能力，也是为了鼓励家长和

孩子共度一段亲子时光，灯笼做

成什么样子不重要。”接着，老师

俯身笑问女儿：“你身后是什么？

能让老师看看吗？”女儿羞涩地

亮出自己的灯笼，老师语气惊喜

地说：“哇！这个灯笼的颜色真好

看！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女儿看

看我，略显迟疑地回答老师：“是

我自己做的……”“你可真厉害！

做出了这么美丽的纸灯笼！来，

让我们一起把它挂在教室里。”

老师说着向女儿伸出手。

得到老师的赞扬，女儿开心

地笑了，牵着老师的手进了教

室。隔着玻璃，满屋的纸灯笼，在

我眼中汇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流，

而孩子们的笑脸，是其中最美的

风景。

本报《话题》栏目近期将就以下话

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面有自己

的看法，请将稿件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西游记》《安徒生童话》《皮皮

鲁与鲁西西》《哈利·波特》……形形色

色的儿童读物，伴随着一代代人的美

好童年。一本好的儿童读物，是孩子最

初的美的启蒙，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

力、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也在孩子与社

会之间建立着最初的情感连接，而一

个个宏大的人生命题，也可能就潜藏

在一个个精心铺展的故事之中。有哪

些儿童读物令您过目难忘？您认为好

的儿童读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本优

秀的儿童读物，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

怎样的影响？请围绕您的亲身经历或

相关社会现象，来稿与我们分享您的

见解和经验。

2. 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年人的

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吐不快的感受，

请将您的关注点发给我们，我们会根

据具体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

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论的

话题。

今 年 初 的 寒

假，我们全家在西

双版纳游玩，8 岁

多的儿子发现路

边一家小店门前

摆着一筐小腰果

似的“蓝宝石”，问

过店主，才知道这

是旅人蕉种子。店

主指着店前广场

上一棵高大的蕉

树说：“那就是旅

人蕉。”我们一看，

硕大的蕉叶呈扇

形排列，杈间还开

着蝎尾状的火红

花朵。

出于好奇，我

们买了一把旅人

蕉 种 子 ，儿 子 疑

惑 这 名 字 的 由

来 ，于 是 让 我 打

开 手 机 上 网 搜

索 ，找 到 了 相 关

解 释 ：据 说 很 久

以前，在非洲内陆有一只骆驼商

队，在干旱炎热的沙漠中迷了路，

正当绝望之际，发现了旅人蕉。他

们本想折些叶片喂骆驼，没想到从

叶片折断处流出了清水，于是商队

得救了。庆幸之余，人们将这种植

物视作旅人的守护者，故称“旅人

蕉”。一把蓝色的种子，竟引出如此

奇趣的故事。儿子入迷地跟随相关

词条，翻看起“世界上最大的植物

种子”“世界上最大的花卉”等等内

容，一发不可收拾。

迷上植物的儿子，从此每次外

出，都热衷于观察形形色色的植物，

收集千奇百怪的植物种子。我们看到

泡桐树，想着它的花朵肥硕，种子也

一定很大。到树下找，却没见到。上

网查阅，这才知道泡桐的种子非常

小，呈椭圆状，还带着翅膀。想办法

收集到一些，果真像一只只小飞虫，

布满薄薄的绒翼。参天的泡桐树竟孕

育于此，实在令人惊叹。

小区里有不少桂花，之前只知桂

花香，并没关注过它的种子，往树上

寻去，看到小小的颗粒状果实，那就

是桂花种子了。儿子读古诗，看到唐

代皮日休的《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

子》，书中配图是橄榄状的大粒果

实，忍不住惊讶：“我们看到的桂花

的果实哪有这么大啊，形状也不

对。”于是再查，才知诗中的桂子实

为天竺桂果，可入药，与常见的桂花

不同。从那以后，儿子又格外关注古

诗中的植物，看到陌生的就去查证，

比玩游戏还专注。

深秋去观芦苇荡，白茫茫一片，

我忍不住赞叹：“这芦花真美。”儿子

立刻纠错：“妈，让我这个‘植物专

家’来告诉你吧，这是芦苇的种子。”

呵，都自称“植物专家”了！

自从迷上了植物，儿子的变化非

常大。学习之余，他专注于这项爱

好，查阅了海量的资料，其中不仅涉

及植物知识，还有文化、历史、民俗，

甚至生物科学、中医药学知识等等。

如果单独拿出相关的专业书籍来阅

读，恐怕成人都难以坚持，但儿子带

着好奇与兴趣寻找答案，总能有所收

获并乐在其中。

近一年来，这个爱好也锻炼着儿

子的意志品质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如今，他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情

绪不高时，我总会借他的爱好来予以

开导，激发他迎难而上的勇气和静心

解决问题的耐心。

小小的爱好，让儿子看到了更广

阔的世界，愿他也能像充满生机的植

物那样向着太阳蓬勃生长。

今年，女儿5岁了，她迷上了

《西游记》，我们夫妇二人索性给

她来了个“立体式教育”，让她听

《西游记》故事、看《西游记》小画

册和 86版的《西游记》电视连续

剧。这样一来，女儿对西游记的

人物和情节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我发

现她的思维并不简单，在看《西

游记》电视剧的过程中，她总会

提出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可

见她是边看边思考呢！

比如，在看到孙悟空被压在

五行山下的故事时，她突然问我：

“爸爸，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

500年，那他的金箍棒去哪儿了，

怎么不用金箍棒砸开山呢？”说实

在的，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少年时代读《西游记》小说，不记

得原著中交代了没有，但电视剧

里肯定是没有答案的。但我想，对

于孩子提出的问题，做家长的还

是要认真回答，不能敷衍，否则岂

不挫伤了孩子的好奇心？于是我

认真思考了一下，给了她一个我

认为合理的答案：“孙悟空被压在

五行山下时，金箍棒被他缩小成

绣花针那么大放进了耳朵里。但

是五行山限制了他的法力，金箍

棒没有办法变化了。”对于这个答

案，女儿似乎很满意。

有一集演到唐僧师徒过河，

唐僧、八戒和沙僧坐在船上渡

河，孙悟空则在船的上方飞过了

河。女儿看着看着突然问：“爸

爸，既然孙悟空会飞，为什么还

让唐僧坐船呢？为什么不抱着唐

僧飞过河去呢？”这个疑问我小

的时候看《西游记》时也产生过，

但这个问题有公认答案的，于

是，我就告诉女儿说：“唐僧是凡

人，自己不会飞。虽然孙悟空会

飞，但凡人必须经历磨难才能取

到真经，所以孙悟空就不能帮着

他飞了！”女儿听罢点了点头，我

又趁机说：“有一些苦是要亲自

去吃的，别人代替不了，这样才

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呀！”女儿听

罢，很认同地点了点头，以后，类

似的问题她再也没有提出过。

女儿的问题，有时也会超出

我这个当爸爸的思维，令我无法

回答。

比如前些天，我又陪女儿看

《西游记》电视剧，有一集的剧情

是唐僧被妖怪抓到了水下的洞

府中，被绑在柱子上回答妖怪的

问话。此前，看到孙悟空进入水

底的时候，女儿问我：“孙悟空在

水底下说话，他不会被淹死吗？”

我解释道：“孙悟空有法术，所以

他不怕水。”但这回当唐僧在水

里开口说话时，女儿的疑问就来

了：“爸爸，唐僧不是凡人吗，怎

么也不怕水呢？”这个问题我可

说不清楚了，只能老老实实地承

认：“我不知道。”女儿有些惊讶

地说：“爸爸也有不知道的东西

呀！”我点头道：“是啊！爸爸也不

是万事通啊！所以我们都需要不

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才能懂得更

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答案，

就来告诉爸爸吧！”女儿听罢，小

大人儿似的点了点头：“嗯，那等

将来我长大了，见到唐僧问问

他，然后再告诉你吧！”我笑道：

“好！爸爸等着你的答案！”

孩子的想象力需要被呵护，

孩子的思考习惯需要被肯定，孩

子的问题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西游迷”女儿每一个天真的问

题，都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孩子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父母

的认真对待。

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问题
唐宝民

编者按:
2019 年即将结束，回顾这一年，每个人都收获着丰富多彩

的人生体验与成长阅历，孩子也不例外。作为家长，陪伴孩子
成长的每一年，都有值得铭记的经历与感受，无论是难忘的亲
子故事，还是令人动容的暖心时刻，抑或是反思过后的经验所
得，各式各样的记忆与领悟无不镌刻着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本期话题，我们就来分享几位读者这一年来陪伴孩子成长的
难忘经历和教育心得吧！ 不要随意

给孩子贴标签
荔瑞琴

今年秋天，儿子上初中了，但每天回家，

他不但不抓紧时间学习，反倒津津有味地读

课外书，甚至不忘偷闲打打游戏。我看到后，

心急上火，数落他道：“别人家的孩子都拼命

学习，你倒有心玩！……再这样下去，你就去

做个差生吧！”儿子见我发火，连忙去学习，

可第二天却又故伎重演。我数落的次数多了，

儿子竟产生了抵触情绪：“你都把我定为差生

了，我干嘛还要学？我就做个差生好了。”

儿子消沉的话让我瞬间冷静下来，我反

思，这样给孩子“贴标签”确实不可取。以前

儿子上小学时，我一直以赞赏、鼓励为主，从

不轻易用负面的话去打击孩子。如今上初中，

学业负担一天天加重，他不积极应对肯定不

行，但儿子毕竟不是小孩子了，甚至逐渐有了

青春期叛逆的萌芽，我贴标签式的批评难免

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天长日久，足以对他的成

长产生负面影响。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利用周末约儿子进

行了一次长谈，并向他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

欠妥，儿子听后略显羞涩地笑了，眼里闪现出

一丝明亮的光彩：“妈妈，我做得也不对，我

向您保证，一定会努力控制好学习和玩的时

间，不让成绩受影响，咱们考试见分晓！”

这之后，儿子虽然还是难免贪玩，但我不

再用负面话语去刺激他，而是和善地提醒，在

儿子学习期间，我也放下手机，拿起了书籍。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儿子主动给自己

定下了每天二十分钟的游戏时间，并且严格

遵守，展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自律能力。他阅

读的课外书也慢慢脱离了纯娱乐的领域。比

如，他通过读课外书，迷上了制作思维导图，

于是把每节课的内容都绘制成一目了然的导

图，并标上红色、绿色的圈圈点点。也许是找

到了特别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期中考试儿

子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在班级的学习经

验分享会上，他将思维导图推荐给了全班同

学，受到了老师的高度肯定。

回望总结，我很庆幸自己在教育过程中，

能够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件事让

我深深地体会到，不随意给孩子“贴标签”，

是每个家长的教育必修课。只有家长以身作

则，并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和鼓励，孩子的潜

力才能得到充分的激发，这也是我今年获得

的最为重要的教育心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