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记者：短时间组织这么多优秀诗人

共同创作，《我们去童话里吧》是怎么做

到的？

邱易东：我们有一个“四川儿童诗

人”群，40 多人，大部分都是教师。从

前年建群开始，每天大家会分享诗歌，

集体点评、修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大家把创作的题材聚焦到抗击疫

情，为孩子创作，用诗与美，呵护面对这

场灾难的孩子。

《我们去童话里吧》里的 18 位作

者，15 位都是泸州、达州、广安、成都、

德阳等地的一线教师，他们贴近孩子的

生活和内心。每一首诗，都可以作为一

篇范文，孩子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写作

经验和实用方法。比如，《油菜花开了》

一诗，把对奶奶的思念寄托于屋前的油

菜花里：“一朵朵油菜花对着我摇晃/我
看见绽开的花朵/都是她的笑脸”，把现

实中的人物和事件，转化为文学的形象

和画面，令人感动。

记者：面对灾难，为什么提倡孩子

读儿童诗？

邱易东：人类的灾难，从有历史记

载以来就开始了。女娲补天、精卫填

海、刑天舞干戚……都是人类与灾难抗

争的故事。优秀诗歌具有疗愈作用，教

会孩子正确认识灾难，在灾难中相信自

己，相信爱。诗中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

形象和画面，抚慰孩子惊慌失措的内

心，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灾难，始终心怀

希望。

儿童诗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灵，最

适宜儿童阅读。优秀的儿童诗应该成

为儿童最早的读物，成为孩子最重要的

成长伙伴。优秀的儿童诗能让孩子与

世界融为一体，在天地中朝着真善美的

方向成长。在诗歌浸润中成长的孩子，

拥有非一般的审美力和成长力。

当前，很多学校抓住新冠肺炎疫情

这个热点事件，让孩子练习写作。《我们

去童话里吧》就是一本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闪光事件汇成的故事蓝本。诗人

用创作展示给孩子们看，怎样立足生活

又高于生活，写出触动心灵的作品。

书中收录的《白雪公主》一诗，护士

阿姨给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讲白雪公

主的故事，画面温馨而美好，可是孩子

突然被推进了急救室，远处的小河里，

小蝌蚪才开始游泳，护士阿姨扮作青蛙

王子，拼命呼唤“呱呱呱呱”，医护人员

对孩子的呵护令人动容。

记者：如何通过诗歌阅读，促进作

文写作水平的提升？

邱易东：诗歌和作文的表达可以自

然转换。作文是有真情实感表达的散

文，诗歌也是表达作者真情实感，并且

他们都需要生动的形象和鲜活的画

面。积累的诗歌多了，作文思路就会更

清晰，一个画面可以是一段，三四个画

面可以是一篇，并且画面是有层次的、

流畅的、源源不断的，流淌在作者的真

情实感中的。

当然，一定要阅读优秀的诗歌作

品。优秀诗歌的写作是建立在中国传

统诗歌和国外优秀诗歌的经验基础之

上的，一定是指向真善美的。家长要注

意甄别。一些写疫情主题的诗歌，有的

缺乏美感，有的违背人伦，有的缺失了

真情实感，比如，有诗歌把新冠肺炎比

作“调皮的孩子”，有的把新冠肺炎比作

“一道美食”，喂给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

吃，不仅美化了病毒，还会误导孩子。

我于今年 6 月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

章《中国当代儿童诗的七个病症》中对

此有具体分析。

记者：您常年担任各种学生作文大

赛、儿童文学奖项的评委，您认为当前

作文写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邱易东：因为长期担任学生作文、

儿童文学奖项的评委，以及自己的写作

和教学实践，我很清楚现在的作文教学

问题出在哪里，并且知道怎么解决。最

大的问题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把程式化

的写作，当作好作文的标准。我们的作

文教学只灌输知识和技能，缺少生命能

量的激发、审美能力的提高。孩子只会

堆砌好词好句，写重复、老套的作文，缺

乏真情实感。

比如作文大赛中写“我是一条鱼”，

绝大部分学生都写“我”在清澈的河水

中多快乐，后来河水污染了，“我”生病

了、受伤了，后来发现是一场梦，感慨一

定要保护环境。看不到每个孩子独特

的思想和情感，他们只是在按照头脑中

的概念写作，把活的生命忘记了。后

来，我引导一个西昌的孩子，先不想作

文怎么写，而是想象自己真的是一条

鱼，结果他“游”到邛海，在水下看到了

一座宫殿。孩子不缺想象力，缺的是解

放想象力的方法。写作的目标不应只

是写高分作文，而是像作家一样，把写

作当作内在生命的表达。

记者：写作套路化、缺乏感染力，是

因为现在学生生活单调，缺乏社会实践

吗？

邱易东：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的诗

人。这个暑假，我给8个学生上了16天

的写作课。其中有一个孩子才上二年

级，笔都拿不稳，害怕写作。可几天以

后，他就能洋洋洒洒写诗。诗在每个人

的时间、空间里，只要我们去感受和体

验，有感而发就是诗。先有立意再写

作，一定写不好作文。一定要先教孩子

写真情实感，把自己变成世界，一切皆

有可能。这时的孩子，仿佛能与世界通

灵，写海底游玩，星空旅行，都能画面鲜

明，形象生动，富有诗意和情感的冲击

力。

记者：您是怎样爱上写诗的，写作

是靠天赋还是努力？

邱易东：不知不觉，我创作诗歌已

经 40年了。40年多年前，我在大山里

的乡村当教师，大山和孩子们给了我很

多灵感。当时写了一些诗，我发现一年

级的学生也能读懂。我在课堂上讲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雄挽歌》，孩子们

听得泪流满面，他们写了几十首歌颂赖

宁的诗。现在我还记得，孩子们在日记

中写上学路上，看见水珠顺着电线杆流

下来，和另一颗水珠碰在一起，又掉在

地上；放牛的时候，草丛中，露水打湿了

裤子……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和同

学们坚持写诗，到处发表。后来，我就

到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成了

专职作家。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

从真实的情感出发，自由地写作，每个

人都可以越写越精彩，越写越深刻。

记者：怎样选择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您心目中的优秀作品有哪些？

邱易东：如果你翻开书，书里的文

字像钉子一样刻在心上，你好像就在书

中描绘的画面中，那么这本书一定是好

书。我喜欢的书和作家有：西班牙获诺

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希梅内斯的一部散

文集《小毛驴之歌》，孙幼军、葛翠林、金

近、鲁兵的童话，金近、鲁兵也有儿童

诗。我也有很多儿童诗作品，我的这些

作品中最想让孩子们读到的是《大作

家，小作文》，这是一本突破了当前作

文教学模式，激发孩子生命能量，帮

助孩子获得面对自然、生活的感受和

认知的书。

为解决家庭教育及青少年成长的各类问题，家教周刊联合成都春泥夏花教育开设心理专栏，为各位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分析与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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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老 师 孩子的“坏习惯”怎么改变？
上期“小春老师谈心”，我们谈到

了习惯的形成，以及可以利用习惯的

回路机制去培养自己或孩子的新习

惯，分三个步骤：首先，找出一种简单

而又明显的暗示；其次，清楚说明有

哪些奖赏；最后，要对奖赏形成一种

渴求的状态。

有的家长可能会问，自己或孩子

已经形成的坏习惯，比如，我们前面

说到的抽烟、打游戏、赖床这些习惯，

要如何改变呢？我们需要来了解一

下改变习惯的两个法则：第一，坏习

惯只能被取代，永远不可能被消除；

第二，留住旧习惯的暗示，并提供同

样的奖赏，但要加进新的惯性行为。

你需要明确你的坏习惯，它的真

正暗示和奖赏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

加进新的惯性行为，这点非常关键。

比如，有的人习惯饭后一支烟，真正

的暗示也许是饭后困倦的状态，奖赏

的实质是神清气爽的感觉，那么，你

可以将这两者保留，然后用喝咖啡的

行为来替代抽烟的行为，因为咖啡因

可以起到同样的奖赏效果。

再比如，孩子打游戏，真正的暗

示也许是学习时间过长，或是遇到学

习上的挑战，孩子的大脑需要调整，

而奖励的实质是获得成就感。那么，

将这两者保留，并用绘画的行为来替

代打游戏的行为，因为绘画同样可以

获得成就感。

孩子赖床，真正的暗示也许是

需要醒脑的状态，奖励的实质是舒

适和惬意的满足感。那么，将这两

者保留，并用一顿可口的早餐来替

代赖床的行为，因为一顿美味的早

餐同样可以让孩子拥有舒适和惬意

的满足感。

那么，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很在

意，并且让家长很苦恼的拖延行

为，怎么去改变呢？拖延，除了是

心理层面对这件事的不认同、对抗

和动力不足以外，还有很多的拖延

是习惯性地在时间充足的时候不去

完成，而赶在最后关头再去做的拖

延，不论结果是否完成得好，总

之，都是拖到最后时刻才去做。比

如，一些孩子习惯性地把假期作业

拖到开学前一两天再来疯狂地赶

补，我们一些成年人也常常会把一

些事情拖延到交差前的最后一刻来

办。那么，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什

么呢？其实，在这个“赶和补”的

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一种充实

感，时间过得特别快，比如，开学

前的一两天赶完所有假期作业，一

个工作进入交差倒计时了，才疯狂

赶完，这个过程都会让我们有充实

感。当我们有过这样的拖延经验之

后，就会形成对这种充实感的渴

望，而为了维持和满足这种渴望，

拖延就会变成习惯。一旦形成了

“拖延带来充实”这样一种暗示，拖

延这个行为就会成为一种惯常行

为，而享受赶和补带来的及时满足

感的刺激就是一种奖赏，这就形成

了一个习惯回路。及时满足是我们

大脑中最原始的机制，你需要对这

个部分有意识、有觉察，再提醒自

己，我是为了想要得到即时满足感

而把事情拖到最后一步来做，以此

来满足我的原始需要，我若顺应，

便是正中套路。这样自我提醒的声

音很重要。觉察提醒之后，我们要

如何打破这个习惯回路呢？我们需

要找到拖延的真正暗示，它可能是

匮乏感，可能是不确定感，真正奖

赏的实质可能是我需要成就感，或

是我需要自主感。将这个暗示和奖

赏保留，并用一切可以让自己动起

来、充实起来、明确起来的方式来

代替拖延的行为，比如运动、兴趣

爱好或者倾诉，只有让自己和生活

流动起来，才有可能体验到成就感

或自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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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部分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抗疫儿童诗选《我们去童话里吧》由济南出版社出版。18

位诗人创作的80首儿童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全景式”再现了抗疫期间的儿童生活场景，用温暖、

细腻、敏感的心灵去感知儿童在抗疫期间的情感波澜。儿童文学作家们以文抗疫，以诗关怀，引领

孩子们在特殊时期健康成长。记者邀请到《我们去童话里吧》编者之一、国家一级作家邱易东，分

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儿童诗如何陪伴孩子成长。

■记者 胡敏

本期嘉宾：邱易东

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特级教师。已出版《地球的孩子，早上好》、《空巢十二

月》、《不久以前，不久以后》、《鱼的翅膀 鸟的翅膀》、《雪孩子的种子》、《小孩子的

诗歌课堂》、《大作家，小作文》等多部著作。先后获四川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

奖优秀作品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第三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妈妈，不要送伞来》、《如

果没有这样的天空》、《不久以前，不久以后》、《音乐教师》等多篇作品入选多个版

本的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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