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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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账号和开户
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征稿启事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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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

你好！
学校要给你们过十岁集体生日，希望家长给

孩子写封信，正好妈妈也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你是天使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时，你就很

乖。很多孕妇会孕吐，妈妈有个朋友还因此叫过
救护车。但整个孕期，妈妈只吐过两次，还都是
因为长时间坐车。很多人都说生孩子很痛，妈妈
在医院待产时看到有产妇痛得在床上打滚。妈
妈生你时，却没感觉多痛。妈妈以为是自己痛点
高，后来生你弟弟时，才知并非如此。从小你就
很好带，吃得好，睡得好，也不怎么哭闹。你十个
月时，妈妈就可以一人带你乘火车从上海回山
东姥姥家。

你吃饭很让人省心。出生几天，你生了黄
疸，闻起来很苦的中药，你喝得津津有味。不到
两岁，你就会自己剥鸡蛋、用勺喝粥、用筷吃面。
上了幼儿园，老师来家访，当时你在用筷子夹
菜，老师看到后还有点惊讶，因为你的同学大多
只会用勺子，甚至需要老师喂。

你很皮实。从小到大，打预防针时基本没哭
过。不小心摔倒了，就自己爬起来。三四岁时，妈
妈带你去医院查体，需要抽静脉血。妈妈说，你
是大孩子，要勇敢，不能哭，如果你不动的话，就
像蚂蚁咬一口，不会很痛。可是，妈妈没有想到，
你的血管很细，又有点胖，先是一只胳膊，没有
成功，再换另一只，还是没有抽到。看着针头在
你胳膊里穿来戳去，妈妈强忍住泪水，而你一声
没吭。护士说，如果还是找不到，就要打头皮针
了。终于，针管里见了血，妈妈松了一口气，排在
后面的陌生阿姨也松了一口气。抽好血，那位阿
姨还直夸你不简单。

你很暖心。你对奶奶说：“奶奶做的饭好吃，
有家的味道。”你对妈妈说：“最喜欢的数字是

‘3’，因为‘3’躺下来是‘m’，英文‘mum’的第一
个字母、汉语‘妈妈’的拼音也是‘m’开头，我爱
妈妈，所以我最喜欢数字‘3’。”奶奶累了，你会
给她捶背。爸爸渴了，你会帮他端水。妈妈怀弟

弟时，每次从医院检查回来，你都会问宝宝健不
健康，妈妈身体怎么样。

有时看你不认真做作业，妈妈会发火。其
实，每次妈妈都很难过，还会觉得很失败。可能，
妈妈的做法不恰当，也许会对你的成长不利，妈
妈也在反思，该如何控制情绪、有效管教。金无
足赤，人无完人。你有缺点，妈妈也是，毕竟在你
出生之前，妈妈也没有做过妈妈。今后，妈妈会
以身作则，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更好。

你曾对妈妈说，你不想长大，因为你长大
了，妈妈就老了，你不想妈妈老，所以不想长大。
妈妈知道，你其实非常渴望长大。记得刚上中班
没几天，你掉了第一颗乳牙。当时我们正在植物
园玩，你激动坏了，每看到一位游客，就跑到他
们跟前，大声说：“我换牙了！”恨不得告诉全世
界，你在长大。

我的傻孩子，你长不长大，有没有生你，妈
妈都会变老，这是自然规律，就像称体重时，你
的重量不会因为收腹而减轻分毫。如果没有你，
妈妈的生活会轻松一点，自由时间会多一些，但
这远远比不上你带来的快乐。

最后，祝你十岁生日快乐！

永远爱你的妈妈

写给十岁女儿的一封信
◎ 傅传凤

女儿欢欢今年十岁，酷爱阅读，几个月
前她懊恼地告诉我，每次走亲访友都找不到
合适的书籍看，我鼓励她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我们按惯例回老
家看望长辈。一进门，欢欢蜻蜓点水地亲
亲外婆后，转过头就抓住外公的手摇起
来，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看见对方朝她
点点头，欢欢的嘴角扬得更高了。看着爷
孙俩“眉来眼去”，我按捺住自己的好奇
心，终于等到她“自投罗网”。

欢欢把我拽进外公的书房，指着大书
柜的右下角，自豪地说：“妈妈，我的第1家
连锁图书馆开张啦！”我仔细一看，原本放
在家里的《资治通鉴》《史记》《明朝那些事
儿》一类的历史书，不知何时竟“乔迁新
居”了。女儿说假日的阅读时间比较充裕，
但又经常要在外公家小住，所以她干脆让
这些“大部头”转移阵地。

欢欢还计划第2家连锁店开在经常去
的大姨家，那里有比她大五岁的表姐。“妈
妈，你猜，我准备在表姐家放什么书？”听
到我回答世界名著后，她一脸嫌弃地看着

我：“老妈，你的思想应该与时俱进了！”她
一本正经地给我补课：“书上说，成事的人
要有经营者意识，所以开连锁图书馆，也
要投其所好。”

欢欢举例，历史书放外公家，比绘本
类更容易赢得支持，说是在老一辈人的观
念里，历史类更接近正统阅读。难怪老爷
子一向“闲人免进”的书房重地都被攻破
了，没想到小丫头连心理战术都用上了。
欢欢还说，她要在表姐家投放百科知识绘
本，理由是大姨家非常鼓励孩子与大自然
接触，这类有一定深度的科普阅读绘本，
既可以和表姐一起讨论，又能一同动手做
做书中的小实验。

我不禁点头称赞：“考虑得很周到
啊！”欢欢一听更来劲了，跑过来搂着我的
脖子开始“邀功”：“妈，你不知道为了让连
锁图书馆正常运转，我耗费了多少心血！”
欢欢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如何与亲戚们

“斗智斗勇”，才成功收服了这些“房东”，
又怎么为了确保书籍顺利到达目的地，煞
费苦心设计交接单。最后，她总结道：“现

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常去的地方都有
了喜欢的书籍可阅读。”

我原以为欢欢已经心满意足。结果才
过了一个月，她又开始在“图书总馆”——
自己的专属书柜前“折腾”，说还要开一家
连锁店。原来，欢欢打算把她的业务拓展
到农村奶奶家去。用小姑娘的话说，虽然
回老家次数不多，但都是寒暑假前往，算

“时间账”还是很可观的。
欢欢对分类流程已经非常娴熟，很

快，五花八门的书籍便各就各位了。她一
边打包一边计划，等这个图书馆初具规模
就去动员她的同学们搞公益捐赠。欢欢说
自己上次回老家，发现左邻右舍小朋友家
的课外书都很少。她的眼睛里有亮光：“我
要把奶奶家变成真正的图书馆！在里面给
那些小弟弟小妹妹讲故事，这比他们玩大
人的手机有趣多了！”

看着女儿眉飞色舞地比画着，憧憬
着，我禁不住为当初放手让孩子自己解决
问题的举动叫好。我也开始期待，期待欢
欢经营更多的“连锁图书馆”。

编者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智慧、意志、理想的最佳体现，让孩子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能帮助其在贮存人类代代相传智慧的宝库中汲取知识，积极向上，奋发进取。本期我们选取三

位家长在场所打造、习惯培养、阅读引导方面的经验，为大家提供借鉴。

送孩子登上进步的阶梯

时光荏苒，仿佛只是一转眼，那个沉
迷于电视和手机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为
了一个热爱阅读、笔耕不辍的少年。回想
之前，儿子沉迷于电子世界的迷雾中，对
书本的热爱似乎遥不可及。然而，一次偶
然的机会，我发现了武侠小说这个神秘的
宝藏，它成为了打开他阅读之门的金
钥匙。

那时，儿子刚上小学三年级，对故事
充满了兴趣，却对阅读课本上的文字感到
厌倦，只爱在虚拟世界里经历各种情节。
我在育儿书籍中看到，一位育儿专家为她
的女儿购买了一整套武侠小说，这让我灵
机一动。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儿子买了
些武侠小说，放在了他的书架上。

儿子对这些课本外的书籍产生了兴趣
和疑问，打开一本看了起来。遇到不认识的
字来问我，我告诉他直接跳过不要管，看看
那一句话的意思能不能明白。儿子试了下，
也差不离，跳过一个生字也能理解。每天放
学后再也不用我催促做作业，自己就抓紧
时间做好作业去看小说了。

一部小说看完，儿子各种武功套路知

道了不少，动不动还和我比画两下。我趁
机说，不要只会几个动作，也不要只在意
故事情节，要多看看那些描写，要学一下
怎么写作的，他也答应了。

在儿子看武侠小说的过程中，我也常
和他讨论书中主角是怎么取得成功的，告
诉他功夫都是付出艰苦磨炼才得到的，要
做大侠必须要经过各种磨砺，这和他读书
是一个道理，要打好基本功，没有什么捷
径可走。

儿子一部武侠小说看完之后，当初那
些生字不知不觉也认识了，识字量见长，
阅读习惯也养成了。名著放一套在手边也
不怵，打开了就看，去哪里都会在书包里
装一本书带着，有空或无聊的时候都会打
开来阅读。

转眼之间，儿子已经上初三，在他们
班上，他看过的课外书是最多的，这成了
给他提供自信的一个点，不管怎样，他都
自信满满的样子，仿佛知道许多事就很
牛气。

电子时代，社会外界的冲击如此迅速
强烈，让孩子静下心来阅读，培养孩子的

阅读习惯实属不易。但我们也知道，让孩
子沉入阅读的世界，是培养其认知和能力
的重要途径。

我们选择武侠小说作为开启儿子阅
读之旅的敲门砖，是因为武侠小说故事性
强，富有侠义情怀，而且我们自己在成长
过程中也曾深受其影响。不过，我们也认
识到，在孩子进入初高中以后，学业压力
逐渐增大，武侠小说可能会对学业产生一
定影响。因此，我们权衡利弊，认为在小学
阶段让孩子接触武侠小说是可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仅以孩子看武侠小说
的数量来判断阅读的价值。我们始终关注
儿子的阅读内容，对他的书单进行审查，
引导他阅读“营养丰富”的书籍。而且，看
惯了经典名著的儿子，对于一些质量不高
的书籍也确实看不下去。

通过武侠小说，我们成功地引导儿子
走向阅读的世界。这个过程充满了探索和
尝试，也充满了收获和成长。我们希望这
个经验能对其他家长有所启发，也希望更
多的孩子能体验到阅读的魅力，从而走上
一条充满知识和智慧的成长之路。

“小书虫”养成记
◎ 肖海俊

好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女儿坐在墙角看
书，一坐就是半天，聚精会神，完全不被我俩
的聊天声惊扰，她很惊讶我是怎么培养孩子
的，能让孩子这么热爱阅读？

事实上，就在前两年，我还为此头疼。因
为女儿长期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疼
爱孩子，只要孩子嚷嚷要看电视，电视立马打
开，久而久之，孩子成了不折不扣的电视迷，
只要谈到动画片，她总能兴致勃勃地说上
半天。

我试着问女儿，想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看动
画片。孩子告诉我，在家里，除了看电视，她不
知道做什么，而且动画片能让她快乐，里面的
情节她觉得很好笑。我反问道：“难道妈妈不
能让你快乐了吗？”孩子低落地说：“妈妈，你
太忙了，我每次想找你一起玩，你都让我走
开。我怕打扰妈妈，所以自己看电视去了。”

听到孩子这样说，我难过极了，原来是我
一直忽视了对孩子的陪伴，使得她将注意力转
移到了电视上。细细想来，虽然自己打着陪伴
孩子的旗号，每天下班后早早地回到了家里，
但回到家后仍然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久
而久之，我对孩子的陪伴其实是缺失的。

难过归难过，我开始对自己有明确的时
间要求，每天至少抽出一个小时出来，陪伴孩
子。我和孩子达成共识，一起读书。我发现孩
子越来越喜欢看书，很少看电视了。

从绘本到漫画，从寓言故事到儿童文学，
我每天和孩子一起看，她看得津津有味，每次
到了睡觉的时间点，还央求我继续看。过了几
个月，孩子开始自主看书了，养成了阅读的好
习惯，成功地把电视抛在了脑后，随之而来的
是她与日俱增的见识和词汇量。

有一天放学回家，孩子兴高采烈地告诉
我：“妈妈，今天上课，老师问《将进酒》是谁写
的，我说是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
诗圣。老师听了后表扬了我，还奖励了我一个
作业本。”我为孩子感到高兴的同时，惊讶地问
道：“你怎么知道李白是诗仙的？”孩子饶有兴
致地说：“我在家里的《唐诗三百首》这本书上
看到的，而且《将进酒》这首诗我还会背了呢，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
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
得意须尽欢……”孩子手放背后，有板有眼地
背诵诗句的样子，让我感到无比欣喜。

老师的表扬和称赞，让孩子备受鼓舞，信
心倍增，更加激发了她对读书的兴趣，这以后
只要是在家里，她都在书籍的陪伴中度过。

自然，我和好友说话，孩子完全“听不
见”，她在书海里尽情遨游呢。

送走了好友，我不禁感慨：亲子共读对孩
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啊，让家里的“电视迷”变
成了“小书虫”。

吃苦教育不是找罪受

“只有吃点苦，受点累，才知道自己现在的
生活多么幸福，才懂得珍惜和感恩，才吃得下
学习的苦”……很多家长自身经历过苦难，他
们坚信良好品格的形成得益于物质匮乏的环
境，所以刻意让孩子吃苦。网上常常能看到这
样的新闻：孩子不好好学习，家长带孩子去工
地搬砖、街上捡垃圾。但这种所谓的“吃苦教
育”，真的有效果吗？

有些孩子在体验了生活疾苦后会发生积
极改变，但仍然有很多孩子无动于衷。值得注
意的是，人为设置障碍、制造出来的苦难往往
不能激励孩子，反而让孩子感到被动和无能为
力，还可能导致其价值观扭曲，发展受阻。从小
体验物质匮乏的孩子，长大后往往变得胆怯、
自卑，要么过度节衣缩食，要么通过疯狂铺张
浪费来补偿。真正的吃苦不仅仅是“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更重要的是“苦其心志”。《史记》里
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
是说，只有当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时，才能
够懂得行为规范和道理。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来理解，如果一直将吃苦教育限制在生
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层面，孩子将无法追求高
层次的满足，比如关爱他人、与人协作和实现
自我价值等。所以说，吃苦有必要，但不必太刻
意。与其硬让孩子吃苦，不如鼓励孩子面对日
常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困境，磨炼意
志，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制定规则，增强孩子自制力。父母担心富
足的物质生活会让孩子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
不懂得感恩、珍惜和努力。聪明的父母会帮助
孩子制定规则，增强自制力。比如，看到喜欢的
东西不是每次都买，而要通过主动承担家务和
日常优良表现，赚取积分获得相应奖励。坚持
早睡早起，规划好自己的一天，而不是整天随
心所欲，一会儿打游戏，一会儿刷手机，一会儿
玩玩具。在日常习惯养成和规则制定过程中，
克服懒散、抵制诱惑，让孩子体验到独立、自主
所带来的目标感和成就感，体会坚持一件事的
积极意义。

学会放手，鼓励自主解决问题。对孩子来
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设定好的
困难，而是主动接受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一切挑
战，从吃苦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收获成长。
所以，只有家长学会放手，孩子才能真正走到
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比如，让孩子独立完成房
间打扫；鼓励孩子自己作决定，并对此负责；鼓
励孩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培养生活技能，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容接纳，亲子共同尝试。在有些家庭中，
孩子很多时候都在默默承受着来自家长的焦
虑、批评和否定，饱受精神之苦。当孩子面对生
活中真正的难题时，除了需要外界提供帮助，
更需要父母的鼓励和支持。每个孩子都有自己
的成长节奏，父母不该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孩
子，而是应和孩子并肩作战。当孩子在学习上
消极懈怠时，父母可以倾听孩子无助的心声，
接纳孩子暂时做得不好，并和他一起查漏补
缺；当孩子做事情胆怯退缩时，父母应尊重孩
子的情绪，并引导孩子实现小目标，等待孩子
走上正轨。

（《生命时报》卢风琪）

儿童眩晕，当心是耳石症

“大夫，这孩子最近早上起床总说头晕恶
心，您给看看会不会是耳石症？”近日，某医院
耳鼻喉科接诊了一位5岁的小患者。患者母亲
十多年前曾因耳石症到门诊就诊，因此带孩子
来检查。

在门诊，医生为患者进行了变位试验检
查，确诊是耳石症。经过手法复位治疗后，患者
的眩晕症状得以缓解。

耳石症是内耳常见的一种疾病，其症状特
点是突发的短暂眩晕，头部变位处于某一特定
位置时出现，可能伴随恶心和呕吐。耳石症眩
晕的原因是内耳中的小颗粒脱落移动，导致平
衡感受器受刺激，向大脑发送错误信号，产生
眩晕感。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BPPV）可以发生
在任何年龄段的人群中，但它在中年和老年人
中较为常见，性别方面，BPPV在女性中发生
的频率高于男性，比例大约为3比1。这可能是
由于女性更容易受到内耳疾病的影响，例如激
素变化、骨质疏松等因素。

医生介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耳石症患
者人群逐渐年轻化，患者大部分存在睡眠障
碍、焦虑等情况；还有一部分患者是剧烈、过量
运动导致。儿童发病原因较为复杂，主要有遗
传因素，建议父母如有眩晕病史，应尽量避免
孩子参与剧烈旋转游戏，比如过山车等；另外
要保证充足睡眠以及避免长时间接触电子产
品。一旦出现眩晕症状，应尽快到耳鼻喉科进
行相关检查。

（据光明网）

女儿的“连锁图书馆”
◎ 李幸

武侠小说，开启儿子的阅读之旅
◎ 荀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