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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女儿：

展信佳！
此刻，阳光正透过窗户轻柔地洒

在桌面，光影摇曳，就像我对你的思
念，晃晃悠悠地落进生活的缝隙里，悄
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我猜，这会儿你
可能正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讲，
手中的笔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重点，
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知识的光，一想到
这儿，我的嘴角就不自觉地上扬。

高中生活已经开启一阵子了，宝
贝，我知道这不轻松。每天要学那么多
门功课，数理化的公式像一群调皮的
小精灵，刚记住就可能从脑袋里溜走；
语文的文言文晦涩难懂，那些“之乎者
也”仿佛一道道神秘的关卡；英语单词
更是多得像天上的星星，背了又忘，忘
了又背。在家的时候，你为了一道难题

绞尽脑汁，眉头皱成个“川”字，妈妈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可是，孩子，你知道
吗？每一次攻克难题后的那种畅快，就
好比在闷热的夏日里一头扎进清凉的
泳池，所有的疲惫都瞬间消散。你付出
的每一分努力，都像是在给未来的城
堡添砖加瓦，一块一块，稳稳当当地筑
就你的梦想家园。

在学校里，同学们就是你并肩作
战的战友。你们一起在早读课上放声
朗读，那琅琅书声仿佛能冲破云霄；
课间休息时，凑在一起分享小零食，
欢声笑语回荡在走廊；遇到难题，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思维碰撞出智慧的
火花。还记得上次运动会吗？你参加
跑步比赛，同学们在赛道旁扯着嗓子
为你加油。你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
成长，这份情谊啊，是青春最珍贵的
宝藏，会在往后的岁月里闪闪发光，
温暖着彼此。

说到兴趣爱好，妈妈知道你可喜
欢画画了，还有那些一直追更的小
说。高中学习紧，你可能没太多时间
沉浸其中，但千万别把它们丢得太
远。学累了的时候，拿起画笔，随心勾
勒几笔，线条和色彩能帮你把心里的
压力都赶跑；翻开小说，跟着主人公

去冒险，暂时逃离现实的繁忙，让心
灵透透气。它们是你生活里的糖果，
甜滋滋的，能让你在忙碌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小确幸，保持那份对生活的热
爱和好奇。

宝贝，我也知道高中压力大。排
名的波动、老师的期望、爸妈的念叨，
有时候压得你喘不过气。要是心里憋
得慌，就出去走走吧。看看校园里的
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它们仍然年年
都枝繁叶茂；听听鸟儿唱歌，它们自
由自在，歌声里都是快乐。大自然有
魔法，能把你的烦恼都吸走。要是愿
意，随时给妈妈打电话，我会永远听
你倾诉，帮你出主意，你永远是我最
心疼的宝贝。

女儿，这三年高中时光，是你破
茧成蝶的旅程。会有风雨，更会有彩
虹。妈妈相信，凭借你的机灵劲儿和
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一定能乘风破
浪，抵达成功的彼岸。等你多年后回
头看，这段日子会是你人生中最绚丽
的一页，写满成长，溢满回忆。

愿我的宝贝在高中过得开开心
心，学业有成，收获满满的友谊和成长！

永远爱你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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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作为
诗的国度、词的故乡，古往今来，我国
的文人墨客对春天情有独钟，用饱含
深情的笔触，创作了许多美妙的诗
词，而唐诗里的春天，更是春光灿烂、
多姿多彩，是我的最爱，亦深受儿子
的喜欢。

与众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
长一样，从儿子牙牙学语开始，我和
妻子便有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不
仅见缝插针地读绘本图册、讲故事，
就连买的电动玩具，也带有古诗。功
夫不负有心人，已经上小学的儿子不
仅会背不少唐诗，还爱上了阅读。为
使这颗阅读种子生根发芽，我们还结
合季节变化、节气转换等，教育引导
儿子有针对性地阅读，尤其是古诗
词。这不，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
我们带着儿子踏青、挖野菜、放风筝，
开启享受春天模式的同时，也徜徉在
诗意的海洋，探寻春的足迹，感受春
的气息。

周末，我们来到了郊外的田
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聆听着悠

扬的鸟鸣，儿子像一只欢快的小
鸟，撒着欢扑向春天的怀抱。看他
如此兴奋，我打趣道：“如此大好春
色，宝宝不妨也吟诗一首？”没想到
儿子不假思索，高声朗诵：“春眠不
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
落知多少。”孟浩然的《春晓》，是儿
子接触春天诗篇的起点，或许在他
心里，那清脆的啼声，就是大自然
的闹钟，宣告着新的一天、新的季
节的到来。而夜间的风雨，虽未目
睹，却透过那清浅的诗行，听到了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感受到了花
瓣随风飘落的轻柔。突然儿子眼中
闪烁着好奇的光芒，转身问我：“老
爸，那些花儿都落到哪里去了呢？”
我笑着回答：“它们落在了泥土里，
化作春泥更护花，正为春天积蓄力
量。”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中
满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行走在松软的田埂上，儿子不时
地蹲下来，仔细地观察着刚刚破土
而出的嫩芽。那些芽儿如同一个个
调皮的精灵，探出尖尖的小脑袋，惊

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自语道：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
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儿子一边用小手触摸着草芽，
一边说这首诗好听。我俯下身说，这
是韩愈的《春雪》，“二月初惊见草
芽”描写的就是这些花草。儿子听后
立即来了精神头，脱口而出：“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
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
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描
绘的一种若有若无的美感，恰是早
春独有的韵味，不曾想面对眼前的
春色，儿子搬出这首诗与我比高下，
让我甚是欣慰。

乘着浩荡的春风，我们接连背诵
了杜甫的《春夜喜雨》、杜牧的《江南
春》和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等，其
间，我也不失时机借着河边的柳、枝
上的花、附近的山，给他讲解诗的内
涵以及背后的故事等，让他在古诗词
里看到的春天的色彩、听到的春天的
声音、闻到的春天的芬芳，在现实中
找到答案。

这个寒假，我们家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小管家”——我的孙子。为了
锻炼他的理财能力，我们决定让他
当家理财一个月。小家伙初掌财权，
便轰轰烈烈地烧起了“三把火”，让
我们全家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第一把火：家庭节约用电计划。
刚“上任”的第一天，孙子就迫不及
待地要去供电局缴电费。当他拿到
那张300多元的电费单时，小脸顿时
严肃起来。于是，他决定从节约用电
入手，实施他的“理财计划”。

孙子专门留心抄下了贴在供电
局墙上的家庭省电小窍门，回家后
立即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了他的
节约用电计划。一是严格控制空调
的制暖温度，不允许开得太高；二是
尽量减少冰箱的开门次数，每次取

物都要想清楚需要什么，避免频繁
开关；三是将我们家普通的日光灯
全部更换为节能灯。他还亲自监督
实施，每天检查空调温度、提醒家人
减少冰箱开门次数，甚至动手帮忙
更换节能灯。在他的努力下，家中的
电费逐渐下降。

第二把火：家庭早餐“革命”。以
前，我们都习惯在外面吃早餐。孙子
大胆作出了在家吃早餐的硬性规
定。他的理由很简单：在家吃早餐既
健康又省钱。为了让大家积极响应，
他甚至亲自下厨，展示他的厨艺。虽
然他的厨艺还有待提高，但那份认
真和热情却感染了我们。渐渐地，全
家人都习惯了在家吃早餐，不仅节
省了开支，还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
的感情。

第三把火：健康生活，从自我做
起。孙子自己也有一个坏习惯——
爱吃零食。在当家理财的过程中，
他逐渐意识到零食不仅花钱，还对
身体不好。于是，他下定决心改掉
这个毛病。他开始倡导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多喝白开水，少买碳酸
饮料。他还把大人给的压岁钱记上
账，存放在他的储钱罐里，留作交
学费用。看到他的变化，我们都很
欣慰。

经过近一个月的寒假磨练，小家
伙的理财能力提高了许多。他学会
了如何制定预算、如何合理分配资
金、如何节约开支。更可喜的是，他
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还经常
提醒我们注意节约，成为了家里的

“节约小能手”。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见惯了田
间地头的花花草草，也喜欢在房前
屋后栽各种树木。每当我给孙子讲
我小时候栽树的故事时，孙子总是
充满好奇与羡慕，并不时地提出一
些天真的问题：“爷爷，树是怎么喝
水的？”“爷爷，树叶为什么会有不同
的颜色？”我总是耐心地回答。

去年三月，小区开展了树木认
养活动。看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地拉
着孙子的手，来到小区的中心花园
里。花园里各种树木让人眼花缭乱，
我指着其中一棵桂花树说：“你看这
棵桂花树，虽然现在不开花，但到了
秋天，它会开满金黄的花朵，香气扑
鼻。”孙子听着，眼中闪烁着好奇和
期待。

在我的鼓励下，孙子鼓起勇气，
选择了那棵桂花树作为自己的认养
对象。当写有孙子名字的认养牌挂
在树上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
有的责任感。我拍拍他的肩膀说：

“现在，这棵树就交给你了，你要好
好照顾它哦。”

为了更好地照顾桂花树，孙子专
门买了一个大笔记本记录桂花树的
生长情况。我则教他如何给桂花树
施肥、浇水、修剪枝条。他学得津津
有味，每天都期待着桂花树的新
变化。

然而，由于去年气候异常，桂花
树普遍开花延迟。孙子开始担心起
来，焦急地问我：“爷爷，是不是我照
顾得不好，桂花树才不开花的？”我

笑着摇摇头：“不要急，耐心等待，桂
花树有自己的生长节奏，它一定会
开花的。”

终于，在一个清晨，桂花树忽然
开花了。满树的桂花散发出浓郁的
香气，整个小区都沉浸在桂花的芬
芳中。孙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的努
力和等待终于得到了回报。

如今，孙子认养桂花树已经一
年了，认养桂花树的经历，不仅让孙
子增加了植物生长的科学知识，还
增强了孙子的环保意识，让他更加
珍惜大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在
这过程中，我们一起探讨树木的生
长习性，一起分享照顾桂花树的乐
趣和成就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
密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去影
院观看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影
片很精彩，出影院后儿子一直叽叽喳
喳地说个不停。儿子如此兴奋，我认
为是个不错的教育时机，于是向他提
问：“你觉得哪吒身上有什么值得你
学习的精神？”儿子笑着说：“当然是
他和敖丙之间的友情呀！我也要对我
的好朋友有情有义！”

儿子能说出“有情有义”这样的
成语，我非常欣慰，他又乐呵呵地说：

“还有哪吒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精
神！你看仙宫的入学考试多困难呀！
大反派多强大呀！他可是一点都不
怕……”说着说着，儿子的笑容不自
然了，小脸扭向车窗那边，慢慢皱起
眉头，情绪有些低落。

这孩子的情绪怎么说变就变？我
仔细想了想，一拍额头：原来是学习
上的烦恼！

升入二年级以来，儿子的学习明
显有些吃力。坦白讲，他不是那种天
资聪颖的孩子，他胜在踏实肯干、自
律要强，每天都会把学习任务认真
完成后才肯去玩耍，因此一年级测

评总能获得全优。二年级的语文数
学开始有了难度，儿子感觉不如以
前游刃有余了，一遇到听不懂的知
识点或者不会的难题，他就紧张害
怕，怀疑自己。

此刻，儿子单手托腮，正盯着窗
外发呆。我突然问他：“宝贝，现在遇
见不会的题，还是会紧张害怕吧？”儿
子慢慢转过头看向我，重重点头，然
后泪水缓缓溢满眼眶，抽抽噎噎说：

“爸爸，我根本不像哪吒那样勇敢，我
会紧张，我会害怕！”我用掌心擦掉儿
子的泪珠，想了想，掏出手机给他看
了这样一个视频：我站在阶梯教室中
央，正在大声作工作汇报，底下乌泱
泱坐了几百人。我问儿子：“你仔细听
听爸爸的声音？”儿子把小脑袋凑到
手机底下，听了一会儿说：“爸爸，你
的声音好像有些发抖……”

“嗯！爸爸从小就害怕当众讲话，
每次上课回答问题，爸爸都会紧张得
手心出汗，心脏咚咚直跳，甚至说话
磕磕绊绊的。”儿子不可思议地看着
我，没想到“无所不能”的爸爸还有如
此难堪的时候。我继续说：“爸爸不服

输啊，越紧张就越努力说，可再怎么
练习也克服不了害怕的情绪，只要站
在人群面前，爸爸就会感到紧张拘
束。没办法，爸爸只能带着这份‘害
怕’继续工作生活了。”

“你遇见听不懂的课、不会做的
题，害怕就害怕好了，每个人都有害
怕的东西，就像爸爸害怕当众讲话，
妈妈害怕开车，这再正常不过了。大
家难道因为害怕就不去做这些事情
了吗？其实，承认自己害怕，承认自己
不勇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克服不了
害怕，选择带着这份‘害怕’去努力学
习生活，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勇敢吗？”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仰着小
脑袋，在认真消化我的话。过了一会
儿，他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冲我
比了个加油的手势，笑容再次回到他
的脸上。

我不知道儿子未来还会不会产
生“我不勇敢了、我害怕了、我不应该
这样”的情绪，但我知道，在我的教育
下，儿子在尝试与它和平共处，从心
底悦纳它，带着它继续热爱学习与
生活。

寒假时间短，再加上过年，儿子
玩得那叫一个“嗨”，全然忘记了还
有假期作业。寒假过了一大半时，他
倒是把假期作业记起来了。

正月初九的清晨，我刚起床走
出卧室，就看见睡眼惺忪的儿子在
客厅里翻他的书包。我调侃了一
句：“今儿这太阳还没晒屁股呢！你
咋就起来了？”儿子回过头望了望
我，说：“我也不想起床啊！可是刚
才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做了个梦，
梦见老师‘龇牙咧嘴’‘怒气冲冲’
地问我要寒假作业，你说我还能睡
得着吗？”听了儿子的话，我心里有
了点儿小惊喜，默默地对自己说：

“看来儿子是长大了，自己知道主
动学习了。”就此，我带着儿子给我
的小惊喜心态，开开心心地去上
班了。

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儿

子这一天的收获，作业完成了多少。
可这一问，儿子却愁眉苦脸。他说：

“‘战绩’不行，作业实在太多了，语
文、数学、英语，每一本都60多页，
再加上书法，‘压力山大’呀！着急得
很。”接着，儿子又说：“关键这几本
作业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的重
要，我既想先写语文，又想先写数
学，还想先写英语和书法，就这样，
我写一会儿语文就换数学，写一会
儿数学又换英语，写一会儿英语再
换书法，所以我写作业的效率就大
打折扣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听了儿子的话，我伸手摸了摸
儿子的头，对他说：“其实导致这
个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你不够
专心，也很‘贪心’，总想着一下子
就能把前期欠下的‘账’还清；二
是你的选择太多了，它让你目标变
得不明确，选择做哪本作业的决定

变得困难了，还引起了你内心的焦
虑和不安，甚至觉得做作业是一件
痛苦的事。”

我适时地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
题：“如果在田野里同时遇见了一只
乌龟和一只兔子，你都想抓住它们，
那你应该怎么办？”儿子思索了一
下，然后回答说：“先抓住乌龟，再去
抓兔子，先易后难嘛！”儿子的回答，
很是令我满意，于是我顺势给儿子
提了建议，让他在做作业的时候，要
减少选择，明确目标，戒掉“贪心”。

“爸爸，我知道了，写作业也和
抓乌龟、兔子一样，我应该明确目
标，先写书法，也按照先易后难的顺
序，再写其他的作业，并一心一意做
好。”儿子明白过来。

就这样，儿子减少了选择，明确
了目标，提升了专注力，终于在开学
前把全部的寒假作业都写完了。

儿子佳佳今年十岁，正是对什么
都很好奇的时候。每次看到他抱着
手机玩游戏或者盯着电视看动画
片，我心里总是有些着急。作为家
长，我深知阅读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但如何让他爱上读书，却成了我
的一大难题。

起初，我尝试用强制的方式让佳
佳读书。每天规定他必须读半小时
的书，否则就不能玩游戏。然而，这
种方法并没有奏效。佳佳虽然勉强
拿起书，但总是心不在焉，甚至偷偷
把书藏在枕头下。看着他敷衍的态
度，我意识到，强制并不能让他真正
爱上读书。

我想来想去，决定换一种方式试
试看。我开始观察佳佳的兴趣爱好，
发现他对恐龙和宇宙特别感兴趣。
于是，我买了几本关于恐龙和宇宙

的科普书，放在他的书桌上。起初，
佳佳并没有主动去翻看，但有一天，
他无聊时随手拿起一本《恐龙世
界》，翻了几页后，竟然被书中的插
图吸引住了。

看到儿子对书产生了兴趣，我趁
热打铁，每天晚上陪他一起看一会
儿书。我们一边看一边讨论书中的
内容，比如“霸王龙和三角龙谁更厉
害”“黑洞到底是什么”。佳佳的问题
越来越多，我也尽量用简单易懂的
语言解答。渐渐地，读书成了我们父
子俩的固定活动，佳佳也开始主动
要求我陪他读书。

为了让佳佳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我还带他参加了图书馆的儿童读书
会。在那里，佳佳认识了许多喜欢读
书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喜
欢的书，讨论书中的故事。渐渐地，

他开始主动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甚
至在周末早晨，他会早早起床，坐在
书桌前安静地读书。

如今，佳佳已经养成了每天读书
的好习惯，他不再把读书当作任务，
而是当作了一种享受。

小鬼当家“三把火”
◎ 苏应纯

帮孩子减少选择，提升专注力
◎ 颜克存

认养一棵桂花树
◎ 明伟方

让儿子爱上读书
◎ 颜士州

在唐诗里“春游”
◎ 马晓炜

害怕也没什么
◎ 李亚鹏

给读高中女儿的一封信
◎ 向明月

我想对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