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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我想对你说

与儿子一起谈书
于晓斌

儿子常常喜欢和我聊天。无论是煦暖的春
天，还是秋高气爽的秋季，只要有闲暇，我们总
会早早地吃完饭，边散步边谈心。

当然，我们父子之间谈得最多的就是书。
我觉得，培养孩子爱读书的一个好办法，就是
经常和他一起谈读书。

记得儿子六岁时，我们开始谈《西游记》。
那时还没有现在精彩的动画片，于是我们爷俩
就从“美猴王横空出世”谈到“大闹天宫”，从

“流沙河降伏沙僧”谈到“三借芭蕉扇”，从“三
打白骨精”谈到如来佛祖的“佛法无边”。通过
聊书中的内容，孩子的心中出现了一片神奇的
世界：花果山、水帘洞真的那么好玩吗？是不是
像我们这里的公园？各路神仙真的那么神通广
大吗？自己长大了要是有孙悟空的本领该多好

啊！后来，我们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西
游记》的小人书，儿子就在图画和拼音的帮助
下，慢慢地“读”完了这套书，孙悟空的机灵和
勇敢、猪八戒的贪吃和偷懒、沙和尚的敦厚和
忠诚，都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父子俩一起“研
读”《水浒》了。那时，山东电视台打造的《水
浒》播放得火热，我们便开始一起读《水浒》。
每看完一两集电视剧，我们便找出原著来读，
和剧中的故事情节对照一番，看剧中的人物
演的是否真实，还看演员是否表现出了水浒
英雄的个性特征。我们谈得很仔细，也很热
烈。儿子常常用小木棍粘上一张红纸做成小
红旗，把书中的人名连同他们的绰号一同抄
在小旗上，并常常把床当作战场，想象一百零

八将排兵布阵的情景。电视剧播完了，我们研
读《水浒》也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我和他进行
了一次小小的比赛，看谁记得书中的人名和
绰号多，结果，我输了。

当孩子读一本新书时，需要父母正确的
引领。也许正是有了这关键的引导，孩子才会
喜欢上读书，才会快乐地步入阅读的世界。孩
子读错了字，我们帮他纠正；孩子理解错了词
语，我们启发他得出正确的解释；当遇到一个
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生僻词语时，我们就和孩
子一起翻阅工具书，直到弄明白为止。我想，
这种其乐融融的读书氛围，这种对话式的读
书方式，对他的帮助肯定要比一本正经的教
训强多了。

所以，多和孩子们一起谈谈书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
想法，不再听命于我们的“这不许、那不能”。
为了改变自己的育儿方法，我买了不少书，
并按着书上介绍的方法，在我儿子身上做了
一次试验，效果比较明显。

儿子在洗手间玩水，以往我会大声训
他，并把他拖出洗手间，然后自己收拾残局。
但是看到了书上介绍的另一种方法，我尝试
了一下。

我说：“我家宝宝在自己洗手，洗得很
干净。”

儿子说：“爸爸，我还用了洗手液，你闻
闻香吗？”

我托起儿子的手闻闻：“很香。不过地

上有点湿，奶奶会滑倒的。”
儿子说：“那我把地擦干吧！”
说完，儿子拿起拖把使劲擦起了地，我

夸他会帮爸爸干活了，真是个好孩子，儿子
听后非常开心。

和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有个重要前提，那
就是把自己也当成孩子，要尊重孩子，平等
地和孩子进行心灵的对话。另外，还要注意
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要让孩子感觉到朋友般
的真诚，孩子才会愿意和你沟通。要注意尽
量不要使用命令式的语言，绝对不可讽刺和
挖苦孩子，如果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引起
孩子的抵触情绪，以后沟通起来就会较为
困难。

尊重，让孩子敞开心扉
欧瑞明

我家楼下有家“沙县小吃”店，儿子特别喜
欢吃他家的馄饨面。

有一天，我带儿子去吃饭。小店的生意挺
火爆，我们在里间找了一处卡座，给他点了馄
饨面，我要了一份炒面。

儿子四岁多了，正是顽皮的年龄，吃个饭
也坐不住。刚吃两口，自己就兴奋得在座位上
蹦来蹦去，我忙出言制止他，“欣欣，快坐下来，
好好吃饭啊。”

儿子听劝，坐了下来，继续吃面。可没吃几
口，又不安生了，一边吃，一边拿着筷子和勺子
敲敲打打，一不小心，把手里的勺子掉到地上，
摔碎了。

我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儿子知道自己闯祸
了，这回可老实了，乖乖地坐在那里吃面。我趁
机教育他“吃饭的时候，就要有吃饭的样子，要

守规矩。饭桌上不能敲敲打打，也不能大声喧
哗，会影响到别人，那样做不礼貌，没有教养，
知道吗？”

儿子眨眨眼，认识到错了。“爸爸，对不
起！”他歪着脑袋，一边说，一边往我身上靠。

结账的时候，我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6
元。我说，刚才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勺子，我
赔给你。老板忙里忙外，加上小店里嘈杂，根本
没看见打碎勺子的事情，也没当回事儿，他笑
着摆摆手，“算了，算了，都是老主顾了，小孩子
也不是故意的。”

而我执意要赔勺子钱，因为我要让儿子知
道，做错事了，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人生就是如此。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犯
错，何况是孩子。犯错是孩子成长的必然过
程，犯错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父母如何

看待孩子犯错，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这才是
关键。

我在公园里，见过有的孩子剥了橘子皮，
随手一丢，家长就在旁边，却熟视无睹，不加制
止。有的家长推电动车时，不小心带倒了旁边
的车，看看四周没人注意，也不去扶起，急匆匆
带着孩子扬长而去。他们可能觉得这不过小事
一桩，但你的行为准则势必影响着孩子的为人
处世，而一旦习惯养成了，很难改正。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家庭者，人生最初
之学校也”，我们也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父母对孩子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
响，孩子的道德品行、理想情操、性格养成、生
活习惯、言谈举止、礼貌规矩等方面都与家庭
教育密不可分。

爱孩子与立规矩，从来不矛盾。一个家，既

要有温暖，也要有规矩。中国有句老话，“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国家，有法规；各行各
业，有行规；回到家里，有家规。我小时候的家
规就甚严，父母教导：“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吃饭要等长辈先动筷”“不能拿手指指
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也在不经意间
延续着父辈的谆谆教导，在潜移默化中把家风
家训植入孩子的心田，规范孩子的行为，让他
诚实、慎行、自律，并框定一些“红线”告诫孩子
绝不能踩，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同时，我努力地为孩子树立榜样，凡事严
于律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践行家风家训。
当孩子犯错时，也绝不袒护、推诿，而是让孩子
学会承担责任，拥有直面错误、改正错误的勇
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样的孩子才人见
人爱，今后的路才能越走越宽。

教育孩子
从“一小口”开始
颜士州

每个生命自呱呱落地开始，每一刻
的成长都渗透着父母全身心的关爱。我
的孩子已经十岁了，这十年来，我们做父
母的把孩子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他先挑。有一次，
我送他去学围棋，由于时间来不及没吃
早饭，路上我买了几个肉包子，儿子接过
热腾腾的包子，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开
始吃。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包子，没过多
久，几个包子就被儿子全部消灭了。看着
儿子满足地舔着小嘴，一旁的我这才感
到自己的肚子还空空的，可直到儿子咽
下最后一口包子，也没有考虑到他的爸
爸也没有吃早饭。

我一直忍着，直到儿子上完课我们一
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放慢了脚步，落
在后面，儿子一直在前面催：“爸爸，你快点
呀！”“我走不动啊——”我拖长了声音，走
得更慢了。儿子回头跑到我身边，奇怪地
问：“爸爸，你怎么了？”“我今天没吃早饭，
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当我说完这句话
时，才发现儿子的脸红了，只见他不好意思
地摸摸头，难为情地说：“我应该分两个包
子给你吃的。”

从儿子的举动中我知道，他还不知道
如何孝敬自己的长辈，要想让孩子明白这
个道理，我想就从这一小口做起。之后有了
好吃的，我会告诉孩子，爷爷奶奶从来没有
吃过，应该让他们先尝尝；我还告诉他，别
人给你任何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应
该学会说一声谢谢，哪怕是给你递一张纸
也要这样做。现在，儿子捧着自己最喜欢的
汉堡，会递到我的嘴边，让我先尝尝，“谢
谢”也成了他的口头禅。

没有哪个孩子一出生就知道要孝敬长
辈，这应是家长们通过长期的教育、言传
身教和潜移默化而促使孩子形成的良好
品质。

幼年时期，孩子大脑的发育决定了其以后
的思维能力和发展，因此家长极为重视。我国
台湾著名脑科学家、教育学家洪兰教授给出了
三个激活孩子大脑的方法：运动、游戏、阅读。

运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人在运动
时，会刺激多巴胺、血清素、肾上腺素这些神经
传导物质分泌，这些正是促使神经连接的关
键。所以运动可以使大脑中动作、情绪和认知
区域间产生回路，思维运作更加活络，增强认
知功能，改善情绪，提升学习效率。孩子运动
时，还可促进骨骼肌肉系统运作，提高大小肌
肉群的协调性和肌肉耐力。

不同年龄段有相应的运动量要求。3-6岁
的孩子每天至少活动3个小时，包括1小时中
高强度活动（比如做操、抛接球活动等）；6-12
岁时，每天至少1小时活动以及一周3次的肌
力和骨骼训练。

游戏。游戏是儿童的主要学习方式。教育家
克鲁普斯卡娅说：“对孩子来说，游戏是学习，游
戏是劳动，游戏是重要的教育形式。”游戏是儿
童智力发展的动力，它能激发求知欲与创造力，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而且会玩的孩子情商更高，
可以在团体游戏互动中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
学习理解和表达情绪，促进社会化发展。

与孩子做游戏，要玩得高兴，玩出水平和
效果，需要懂得一些技巧和基本原则。1.以孩
子为主导：在游戏中应尊重孩子的兴趣和自主

权，让他做小主人，自己选择喜欢的玩具和玩
法，成人只需跟随和陪伴，适当给予回应或帮
助；2.解说而不指示：父母在陪玩时，只需要在
一旁解说，描述孩子玩的情况即可，不要一再
地发指令干扰他；3.欣赏和鼓励孩子：父母要
注重游戏过程和乐趣，多夸赞，别打击。

阅读。洪兰教授认为，阅读会改变大脑，是
接收信息最快的方式。眼睛一分钟看668个
字，说话最快一分钟250个字，阅读比说话快
3倍，它可以让孩子静下心来深入看世界，使
孩子智力发展无限延展。

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要求。萌
芽期（0-6岁）：培养阅读兴趣，逐渐认识常
见字或符号，能预测故事内容或看图说故
事；识字期（6-7岁）：学习文字与语音对应
的关系，阅读时能边读边猜字词意思；流畅
期（7-8岁）：识字能力增强，阅读越来越流
利，从对字、词的注意力中逐渐解放出来，转
移到对文本意思的理解；阅读新知期（9-14
岁）：在此之前是“通过阅读，学习如何读”，
此阶段后“通过阅读，学到各种知识”，因此
四年级开始，阅读能力的好坏，与学习成绩
关系密切；多元观点期（15-17 岁）：阅读内
容的长度与复杂度增加，需要进行多元观点
内容的阅读；建构重建期（18岁以上）：有思
想的阅读，自己会分析、概括和评论，形成自
己的看法。 （《生命时报》郑蓉）

激活大脑要靠“动、戏、读”
生活中，有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喜欢追

求刺激，总爱冒险做一些新奇古怪的事情，
于是家长认为这是孩子过于调皮，轻则制
止，重则打骂。然而，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
学的研究发现，花更多时间冒险玩耍的儿
童，发生焦虑和抑郁症的几率较低。适当的
冒险游戏为孩子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有
助于建立儿童的恢复力，从而预防心理问
题发生。

所以，孩子有时候调皮，爱冒险不一定是
坏事。爱冒险的孩子常常勇于尝试，不怕失
败，抗挫力强，且求知欲旺盛，具有较强的探
索精神。时常冒险也能帮孩子体验丰富的人
生，开阔知识面，因此更阳光、自信。只不过，
在孩子年幼时，过于调皮冒险可能会失了分
寸，需要家长的引导与监督。

要让孩子心中有底线。冒险不等于胡作
非为，要教孩子形成底线思维，既要守住安
全红线，不做对自己或他人安全造成威胁的
事情，也要守住道德底线，不做损人利己的
事情。要让孩子有敬畏之心，知道什么可冒
险，什么不可冒险。

呵护孩子的天性。很多时候好玩好闯是
孩子的天性。家长要顺性而导，不要粗暴压
制。根据潘多拉魔盒效应，有时候家长越压
制，孩子反而越好奇，越想冒险。在孩子尝试
之前，家长不要过早下结论，挫伤孩子的积
极性。

要以利导思维看待冒险的失败。有很

多家长担心孩子冒险会导致失败，或者让
孩子的人生多走弯路。但实际上孩子即使
失败了，其应对挫折的体验也更丰富了，抗
压力也提高了。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也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孩子可以从挫折中吸取
经验教训。该走的弯路，还是要让孩子自己
走，只有不惧风雨，迎难而上，勇敢逆行，才
会向阳而生。

搭建舞台，让孩子充分展现个性。针对精
力旺盛爱冒险的孩子，家长要为其旺盛的精
力找到出口。比如可以带孩子运动、登山、骑
自行车等，还可以指导孩子进行野外生存训
练。要鼓励孩子多尝试人生中的“第一次”，
包括第一次做饭、第一次种菜、第一次演讲、
第一次参与社会实践等，家长还可以支持孩
子参加挑战性强的竞技活动。

（《生命时报》琚金民）

调皮的孩子更“健康”

征稿启事

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一
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叫爸爸
妈妈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吃饭的
时候……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相
信许多父母都会有不少感慨，也会有不
少想对孩子说的话。对此，您有什么关于
孩子的成长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
大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在文
末标明您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
号、开户行地址，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
与讨论的话题。

邮箱：jswmtl@163.com

亲爱的孩子：
记得一部电视剧里，有一位爸爸说：“爸爸

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头一次
当爸爸……我女儿稍微体谅一下。”当时听到
这句话我就鼻头一酸，为之一振。有了孩子之
后，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刻了。

孩子，从得知你这个小生命到来那一刻
起，妈妈就对你倾注了所有的爱。可是妈妈的
爱，有时会有些许浓烈，有时又稍稍寡淡，因为
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听说良好的胎教可以促进胎儿健康成长，
当你开始有了胎动，妈妈就开始了对你的教
育，专门买了一个随身听，下载了胎教音乐、世
界名曲和各种童话、神话故事，闲来无事就放
给你听；你两岁时，送你去上早教，学习感统、
音乐、启蒙知识；你上幼儿园时，我去听了幼儿
园举办的家庭教育讲座，买了一部国学机，每
天晚上坚持你睡觉后再播放 30 分钟，梦想帮
助你开发智力；你幼儿园毕业做毕业汇演主持
人时，由于无人机拍摄，妈妈竟然一动不动地
趴在幼儿园一个娱乐器材的下面看你表演，一
直坚持到演出结束，真是一门心思、全心全意
地扑在了你的身上。

后来你成了一名小学生，你说你在学校
里和同学玩得很愉快，还交了好几个好朋友；
你说你个子最高，每次班里劳动时，需要搬东
西，你都搬得最多；你说你体育课跑步甩掉别
人一大截，可惜你是和女生站一队一起跑的；
你说每次做测验，只要有附加题，你一定会满
分……妈妈听了摸摸你的头，心里甜甜的，我
看到了憨厚、诚实、快乐、友善的你，我打心里
为你高兴。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你当了哥哥。随着年
龄的增长，你和弟弟都有了自己的思想，分歧
与矛盾也渐渐增多，你开始对弟弟不满，你说
弟弟不尊重你；你说妈妈凶你，你就凶弟弟；你
说你不能听书，弟弟就不能听书；你对弟弟大
吼大叫……特别是疫情封控在家，赶上爸爸出
差、奶奶来家里帮忙那段日子，我们俩也许都
做的不够好。爸爸不在家，你天天管理弟弟，不
许往东、不能去西，还变着法儿地让奶奶给你
做好吃的。最让妈妈头疼的是检查你背书，你
读一遍就让我检查、给你录视频，一个英语小
对话，我都得给你录上 20 遍。儿子啊，妈妈每
天都有繁重的工作，家里还有正处于幼小衔
接、需要辅导的弟弟，不能天天只管你一个人
啊！妈妈渐渐乱了阵脚，控制不住情绪，开始对
你大吼大叫，短短两个星期，妈妈心力憔悴，你
也变得不会正常说话，总是语调急促、嗓门大、
指责别人，写作业也开始拖拖拉拉。

爸爸出差回来后，我们都开始反思自己的
问题。我的嗓门降下来了，坚持心平气和地与
你交流，开始在你和弟弟面前读书、学习、写东
西。有一天，我用余光看你，看到你在观察我写
东西的姿势，驻足思考了一下。第二天，我发现
你写作业姿势端正了许多，我的心也慢慢平静
了下来，我开始关注育儿方法，改正自身毛病。
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商量应该如何改正我们
身上的毛病、如何分工督促，并制定了严格的
计划，家里渐渐地不再剑拔弩张了。

最近几天，妈妈发现，你和弟弟在一起玩
时，总是哭闹，吵得我无法工作。我把你和弟弟
叫到我面前，让你们看妈妈一天要做的事情，
我告诉你们，妈妈也需要关心，当我眼眶湿润
时，我从你俩的眼睛里读出了对妈妈的疼爱，
妈妈很感动。

亲爱的孩子，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还
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爱你，请你允许妈妈和你一
起成长。

孩子，
请允许我和你
一起成长
许娟

要孩子懂得为错误买单
李炜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