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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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心里话可以

与我们分享吗？欢迎大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来稿

请在标题注明“家长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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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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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深孙子康乐对古诗的记忆，我采用
了“诵演”的方式，就是边诵读古诗，边表演古
诗所描绘的情景。

康乐现在一岁零八个月，他只会说一些
简单的字词句，古诗他是读不下来的。康乐
有一本看图说话的画书，有个章节是带音频
图画的古诗。这些古诗我都能背诵下来，我
只要诵演其中他所熟悉的一首，康乐就能准
确找到画书里对应的古诗，并按下“开始”

“播放”键。
比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我朗诵“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模仿手握锄头、弯腰
锄地的劳动场景，以及抬头望天、挥汗如雨的
动作；接着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
用手指着餐厅里他的小饭桌，模仿吃饭时的
情景，讲解“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应当
珍惜，不能浪费。后来，康乐也学会了表演这

首诗的内容，他那弯腰锄地、直身擦汗的样
子，逗得我和老伴哈哈大笑。每当他吃饭时饭
粒撒了满桌，我就开始背诵“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康乐马上把桌上的饭粒捡干净，
尽量不撒饭粒了。

当然，写景抒怀的古诗，也可诵演。比如
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我拿把折扇，
装扮成古代诗人的样子，“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海流”，给他讲解在遥远的边塞，太阳依山
而落，黄河奔流入海，这是从高远的地方看到
的壮美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
模仿登上高楼、放眼远眺的样子，告诉康乐：
要想看到壮阔美丽的风景，就要不断向上攀
登，登上更高的楼层。

还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夜宿山寺》，我
给他表演站在高楼之上，手摘满天星斗的情
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住着好

多神仙，可不要惊动他们哟！康乐扑闪着黑亮
亮的眼睛，他是不是沉浸在古诗所描绘的唯
美意境中呢？

快要过年了，我还给他诵演北宋文学家
王安石的《元日》。之前，康乐爸爸、妈妈已经
给他讲过春节的习俗，如扫尘、辞灶、贴春联、
燃爆竹、放烟花，康乐有了一些印象，还学会
了拜年礼仪。“爆竹声中一岁除”，我表演燃放
鞭炮、噼里啪啦的情景；“春风送暖入屠苏”，
我给他讲解，屠苏是古时一种有益健康的药
酒，模仿春风款款入门，家人倒酒饮酒的样
子；“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又
模仿贴春联、挂红灯笼的动作。

后来，我问他过年还有什么礼仪呢？康乐
一下子想起来了，忙着给我作揖要拜年，我赶
紧将他搀起。他奶奶在一旁说：“离过年尚早，
到时候再拜，还要赏你压岁钱呢！”

晚上，年幼的儿子从电视里看到跨年
焰火秀的视频，问我还有几天过年，说很想
去放烟花爆竹。看着小家伙迫不及待的样
子，我不禁感叹烟花爆竹真是个神奇的东
西，让儿子对新年充满了无限的期盼。

与天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
样，我和妻子希望通过盛大的节日和节
气，使他自小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
熏陶。于是，从儿子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
到如今上一年级，端午带他裹粽子、中秋
陪他做月饼、冬至教他包饺子，过年更是
带着他贴春联、挂灯笼，张灯结彩迎新年，
每个节日都过得仪式感满满。可不知为
何，与我儿时相比，儿子对过年没有太多
的期待。

记得小时候，刚到腊月，我们小孩子村前
村后地唱着：“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戴新帽、吃糖果、放
鞭炮……对我来说，一年中最值得期盼的
日子莫过于过年了。

“龙去神威在，蛇来灵气生。”蛇年春节
将至，正当我盘算着如何给儿子的童年烙
下更多过年印记时，无意中从新闻中得知，
距离小区二十余公里的一个美丽乡村允许
燃放烟花爆竹。于是，趁着周末的晚上，我
们全家驱车到了一个叫畲村的地方，儿女

们得知要在乡下提前体验年俗、感受年味，
开心得如同出笼的鸟儿一般，叽叽喳喳说
个不停。

古色古香的村庄三面环山，主干道两
侧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悬挂着红红的灯
笼，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漫步在村
庄里，看到的是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孩
子们欢快地跑来跑去，有提着灯笼的，有吃
着糖葫芦的……眼前的烟火气，仿佛令我
置身儿时的除夕，儿女们更是压抑不住激
动的心情，跑向一家家卖烟花爆竹的摊位
前，欢喜地左看右看。

我们买下了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搬
到了一块空旷的场地上，与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人一起，竞相点燃一根根引线，随着

“嘭、嘭……”“嗖、嗖……”“啪、啪……”的
接连巨响，一时间，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天空
炸开，银蛇窜行一地……把一个古老的节
日渲染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人们不时发
出阵阵欢呼声，浓浓的年味儿让整个村庄
都变得沸腾了，儿子更是欢呼雀跃，高声喊
叫，“过年了，过年了！”

鞭炮响，灯火亲。烟花爆竹放完了，儿
子仍意犹未尽，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
望着车窗外暖暖的万家灯火，儿子开始心
心念念着春节的到来。

下午放学时，儿子班主任打来电话：儿
子和同桌打了一架，起因是同桌嘲笑他这
么简单的题还不会，他气不过，去揪同桌头
发，二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没一会，儿子苦着小脸回了家，眼眶红
彤彤的，鼻子还一抽一抽地。我揉揉儿子
的小脑袋，问他有没有受伤，他摇摇头，眼
泪又哗啦啦流下来。等他平复好情绪，我
拍拍他肩膀，轻声问：“能告诉爸爸打架的
原因吗？”

原来，练习课上儿子遇到一道应用题，
读了好几遍也读不明白。儿子的同桌早就完
成了，在旁边画彩笔画呢！见他还在冥思苦
想，就主动凑过来要教他。这本来是一件互
帮互助的好事，可是同桌上来就说了一句

“这么简单还不会，我来教你”。儿子本就被
这道题“折磨”得心烦意乱，见同桌还嘲讽自
己，就回怼他“我不需要你教，你真装”。

低年级孩子正处于自我意识萌生，自
尊心渐强的阶段。一个觉得“你讽刺我这么
简单还不会”，另一个觉得“我好心帮你，你
还说我装”，二人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

儿子讲完事情后噘起小嘴，一副委屈
巴巴的模样。说起来也巧，为了鼓励儿子晚
上认真写作业，我拾起了久未翻阅的国学
经典，每晚坐在儿子身边阅读。里面有一篇
庄子“虚舟”的故事，大致意思为：一个人划
船渡河，忽然河面上有一艘船不偏不倚撞
上来。划船的人非常愤怒，认为对方是故意
的，要找对方理论，结果发现对方船上空无
一人，是条空船，心中的怒火瞬间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愤怒的不是撞
船这件事，而是船上我们想象出的“人”。换

言之，我们生气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在
于对事情的解读。

我问儿子：“如果同桌的‘这么简单还
不会’是顺口夸奖自己的，没有别的意思，
你还会生气吗？”儿子缓缓摇头：“那我只会
生一点气。”“如果是为了讽刺你呢？”“那我
气死了！”儿子咬着牙说。

我被儿子的表情逗笑了，俯下身子捏
捏他的脸：“所以呀！我们不是他本人，怎么
能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认为
他这么说是为了夸奖自己，然后不理睬这
句话，接着开开心心和他一起做题，是不是
就没有下午这场架了？”

“可是……”儿子还想争辩。我蹲下来看
着他的眼睛说：“你选择因为一句话就和他
打一架，然后哭着鼻子回家？还是选择忘记
这句话，和他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儿
子咬着手指思索片刻，小声说：“还是忘记这
句话好。”我点拨他：“有些事情，换一种角度
想就不会生气了呢！因为同桌随口说的一句
话我们就生气了，接着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
情，毁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你觉得值当吗？”
儿子歪头想了想，用力摇摇头，脸上终于一
扫阴霾，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第二天，班主任打来电话，说儿子和同
桌互相道了歉，再次和好如初，正在操场上
嘻嘻哈哈玩闹呢！

其实，简单的几句对话并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儿子处理问题的方式，教育重在长
期坚持，重在潜移默化。我决定未来继续从
国学经典中汲取教育力量，不断反哺儿子，
用古人的智慧为他营造理性、从容的教育
环境，助力他健康快乐成长。

亲爱的女儿：
你好！

感谢你能选择平庸的我作为你的爸爸。
你的出现，让爸爸实现了朝思暮想的女儿梦，
见到你，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你的一举一动
都牵绊着我的心，你抓头发的时候更加如此。

今天想跟你聊聊你抓头发的事情，也许
细微，但记忆深刻。那是你刚满月的时候，一
向听从老人意见的我，唯独剪胎发的事情，
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在老一辈的观念里，
婴儿满月要剪胎发，全部刮光，剪几次以后
再长出的头发会更好一些。因此你奶奶一再
要求，而我觉得一方面这没什么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太早剪胎发容易损伤毛囊，没有好
处。在我的观念里，越晚一些剪越好，最好留
到百日的时候，当然头发稍长的你确实更加
可爱。

我一度说服了你的奶奶，就在你满月后
没两天，我还没来得及沉浸在观念碰撞胜利
的喜悦中，你就狠狠地打了我的脸。不知是因
为你没有安全感，还是因为闲着无聊，每天总
有那么几次，你会狠狠地抓着头发，然后号啕
大哭，越疼抓得越狠，抓得越狠，就越疼。每一
次都要我用尽全力才能把你手抠开。看着你
头皮发白，满脸涨红，大颗眼泪在脸颊流下，
这种痛仿佛复刻了一份在我身上。

这是你降临到这个世界，第一次这么痛。
但爸爸想告诉你，漫漫人生路，一定会有很多
次让你痛苦的时候，也许是肉体的痛，也许是
心里的痛，也许是别人造成的，也许是自己产
生的。生而为人，这些痛无法避免，我们能做
的便是适时放手，不和自己较劲。似乎我们每
个人都习惯于和自己较劲，越是得不到，越想
牢牢抓住；抓得越疼，越是不肯松手。仿佛我
们真的是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何必呢，漫漫人
生路，只有生与死才是最大的事情，其他的都
可以放手一搏，也许翻过心里的那道坎，自然
也就不会疼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爱情。没有哪个父
亲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儿有男朋友，每一个父亲
的眼中，男朋友都是“小黄毛”，没有好东西。可
开明的我，也知道，终有一天你会恋爱，你会找
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儿，你会付出你的全部。
如果他对你专情一世自然是最好；倘若不是，
倘若他伤了你一遍又一遍，适时放手，才是正
确的选择，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

做一个敢爱敢恨，敢于放手的人吧，这世
界未必很精彩，但也不会很糟糕。别和自己较
劲，别和生活较劲，开心，积极，乐观，向上，躺
一会儿也无妨，生命至上，平安喜乐！么么哒！

爱你的爸爸

如今上五年级的孙女是我最大的骄傲，
她是我和老伴从小带大的，不仅学习成绩好、
舞跳得好，而且琴也弹得好。每次开家长会，
听到老师对孙女的赞美，我心里就甜滋滋的。

一次，我患了重感冒，浑身酸痛，四肢无
力，午后，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到孙女放学
回来，随即就听她说：“奶奶，我爷爷呢？”老
伴说：“你爷爷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孙女随
即又说：“奶奶，你咋还不做饭啊，我都快饿死
了。”我睁开眼见她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噘
着小嘴站在那。顿时，我心里生出一种莫名的
伤感。

孙女出生后，我和老伴就商量要好好培
养她，孙女四岁时，我为她报了绘画班，五岁
给她报了舞蹈班，六岁送她学钢琴，孙女聪明
好学，先后获得了不少奖状，如今各种奖励证
书有厚厚一摞，所以我一直为自己的付出感

到自豪，然而经此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教
育是残缺的。

晚上，我把想法讲给老伴听，老伴说：“是
啊，我们对瑶瑶太溺爱了，使她不懂得回报，
这样下去，对她今后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听
了老伴的话，我说：“以后我们在爱她的同时，
也应向她索取爱，让他懂得在得到爱的同时
也应付出自己的爱。”

一天，我对孙女说：“瑶瑶，帮我把袜子洗
洗吧？”孙女吃惊地看着我，仿佛听错了似的，
好一会才说：“我才不洗臭袜子呢。”见孙女不
屑一顾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
对她说：“瑶瑶，你小时候拉了都是爷爷奶奶
给你洗的，现在你的衣服也是爷爷奶奶洗的，
怎么，现在让你帮我洗个袜子都不愿意！”孙
女听了噘着小嘴，这才拿起我的袜子去洗了。

洗完袜子，孙女仍一副不高兴的模样，我

便对她说：“瑶瑶，爷爷奶奶都老了，以后有些
事你要帮我们做了，比如洗衣服，打扫卫生，
洗菜做饭，这样不但锻炼了你的自立动手能
力，将来你上大学了、走向社会工作了也能独
立生存，毕竟爷爷奶奶不能陪你一辈子啊。”

在我和老伴的开导教育下，孙女从一些
简单的家务活开始干起，从擦桌子、拖地、洗
碗筷、洗一些小的衣物到学会做饭，她渐渐懂
得了付出。

现在，孙女不但会做家务，还知道关心别
人。国庆节那天，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媳妇回来
团聚，老伴和媳妇在厨房做饭，孙女则帮着择
菜洗菜。儿子见瑶瑶择菜洗菜熟练的手法，惊
讶地问我：“瑶瑶什么时候学会干活了？”我得
意地夸奖道：“咱瑶瑶不但能帮我们干活，平
时还知道关心我们呢。”说完，开心的笑容荡
漾在了我家祖孙三代人的脸上。

周末，女儿做完作业，照例张罗起下午
茶，说是品茶，其实是她借机大肆吃零食的时
间，我看破不说破，偶尔放纵，并非不可，更何
况母女能似朋友一般围坐闲聊，多好。

外面冬阳温暖，窗台外檐上的冰棱子正
慢慢融化，念及可能产生的危险，我提醒女
儿：“走路不仅要看脚下，还要不时瞅瞅上方，
像这种结冰的地方要避开，掉下来会砸伤人
的。”女儿像回忆起了什么似的，激动地说道：

“妈妈，前天我和同学回午托班，正走着路，突
然一块砖头落到我们前面，我抬头一看好像
有人影闪过。”

这是高空抛物呀，我立马慌张起来。更
让我不安的是，他们居然没有报告老师，理
由是“又没砸到人”。看来，她远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怪孩子，只能怪我们的
安全教育还有没覆盖到的地方。很快，我联
系午托班老师查了监控，锁定危险人物。老

师调出监控后，惊出一身冷汗，画面显示：一
个大概读三四年级的男孩，在二楼楼梯窗户
处往外抛砖头，并且不止抛了一次，有一次
好险，砖头刚好落在一孩子的脚尖处。

危险早已存在，为何没有家长向午托班
反映？差点被砸到的孩子的妈妈一脸难以置
信：“真有这回事？难怪前天孩子说，差点丢了
小命。我想他平时调皮惯了，磕磕碰碰是常有
的事，加之当时工作电话不断，我就没再多
问。”另一位孩子家长也表示：“啊？孩子啥也
没跟我说。”

事后我们报了警，警察通知抛砖头男孩
的家长，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末了，警察
语重心长地说：“多关心一下孩子，没事多聊
聊天，别他在外面的事你们一问三不知。真闯
下祸，后悔莫及。”是的，倘若父母给予孩子足
够关注，便可对孩子的危险行为及时干预；倘
若平时安全教育做到位，孩子也不会不知轻

重地往下抛砖头。而我们这些孩子躲过一劫
的家长们，也暴露了各自的问题：有的对孩子
的情况无心过问；有的忙于其他，没把孩子的
话放在心上；有的虽有沟通，但仍不够……归
根结底，我们和孩子看似天天相见，实则互动
太少，说“闲话”的时间远远不够。

我不禁想起上周末在餐厅看到的一幕，
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和他的爸爸妈妈，人手
一个手机，沉浸其间，不闻彼此事。如此“孤岛
式”育儿，做父母的又怎能走进孩子的内心？

因此，我很欣慰女儿的话匣子愿意向我
打开，而我也乐意做个倾听者。在很多漫无
目的闲谈里，我看见了她成长的点滴印记，
知晓她的小秘密，捕捉到她的喜怒哀乐……
也恰是这样的“闲话”时光，我察觉到为人父
母也是在不断学习的道路上，需要根据孩子
的情况，时时调整自己。没事多和孩子聊聊

“闲话”，让心更近，让爱少些隔阂。

近日，一位家长朋友对我感叹说：“吼
完孩子又后悔，可我控制不住自己啊！”笔
者深有同感。

家长情绪对家庭氛围的营造和孩子的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稳定柔和、积极乐观的
情绪有助于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让
孩子感受到充足的安全感和温暖。如果家
长情绪波动大，经常发脾气，会让孩子感到
不安和恐惧，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很多时
候，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反而是家长。面
对孩子学习的拖拉磨蹭、敷衍塞责甚至是
假努力，一两次家长可能会强加克制，但如
果长期如此，大部分家长的耐心难免会被
一点点消耗殆尽。当家长不懂如何表达自
己的情绪时，往往很容易情绪失控，压抑不
住就会开启“吼叫模式”，做出一些违背本
心的事情。

当家长容易，当好家长很难，甚至算得
上是一门学问。作为家长，我们只有积极管
理自己的情绪，才能给孩子创造更健康、更
和谐的家庭环境。笔者就如何进行自我情
绪管理，当一名好家长提几点建议。

及时按“暂停键”，学会调控情绪。没有
人天生会调控情绪，好脾气都是后天修来
的。我们要养成留意自己情绪的习惯，觉察
到自己情绪不受控制时，不要习惯性爆发
出来，要及时按下“暂停键”，给自己缓冲的
时间和空间，等情绪稳定后，用更理智的态
度解决问题。

适当换位思考，学会表达情绪。生气是
本能，控制脾气才是本事。很多时候，我们
容易因为自己的立场和情绪，忽略孩子的
想法和感受。当我们不能理解孩子的情绪
和感受时，不妨尝试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
角度去看待问题，再找点事情做一做，转移
一下心情，并明确告诉孩子自己的态度，这
样就不会遇事冲动易怒。

反思情绪来源，学会事后认错。只要是
家长，面对孩子时总容易小题大做。当我们
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快不受控制时，要多问自
己几个为什么，理清楚坏情绪的源头，再想
办法调节情绪压力；实在没有控制住情绪对
孩子动怒后，也应在事后主动向孩子道歉和
沟通交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真诚和爱。

在“闲话”里走近孩子
◎ 谢小白

巧用庄子“虚舟”教育孩子
◎ 李亚鹏

当一名好家长
◎ 鲁庸兴

诵演古诗乐陶陶
◎ 刘琪瑞

向孙女索要爱
◎ 汪小弟

致女儿的一封信
◎ 李俊男

“萌娃”盼年
◎ 马晓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