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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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女儿上高一已经三个半月，高中

生活比我们想象的闲适。每周六下午，

我们都要驱车 4 个小时将她接回家，第

二天她又独自乘车返校，为的是改善一

下伙食，沟通一下思想。

周六晚饭后，她坐在书桌前叨叨，准

备作业。这种叨叨持续了大概十几分

钟，我偶尔搭个话，听她诉说。她越来越

激动，竟哭了起来：“老师们总是以为我

们只学一门课程，总高估我们的能力，生

怕我们有时间玩，嘴上说作业可以选择

做，实在做不完就算了，可我如果不做，

他们又会不高兴。……”

女儿从小到大的学习基本上没让我

操心过，虽然不拔尖，但总的说来还是比

较自觉的。以至于现在即便不管她的学

习，她还是要不折不扣地将所谓的“选择

性作业”统统做完。我明白她现在还没

彻底地分清时间该如何分配，哪些该

“抓”，哪些该“放”。15岁的她还像孩童

一般，尚未成熟，不能游刃有余地面对和

处理问题。

我没有正面继续回应她，而是装作

漫不经心地陪她忿忿道：“你看看，我刚

刚做的家长问卷，显示还有学生回家后

做了很久的作业。这段时间，我们在强

力推进’双减’，作业布置要少而精，可是

……”女儿见我这般生气，宽慰道：“哎，

也许有的学生做作业速度本来就慢，再

说老师还不是想提高教学成绩。”“是啊，

哪个老师想布置那么多作业呢，真正不

负责任的老师是放任学生不管的。”女儿

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意图，话锋一转：“其

实，我们这个老师课还是上得很好……”

“那你喜欢哪些老师？”她眉飞色舞地说

起每一个老师，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形象

地模仿起来，我忍俊不禁。眼看时间差

不多了，我补了一句：“你将来会做什么

样的老师？”“我肯定会做一名受学生欢

迎的老师。抓住课堂的每一分钟，尽量

少布置作业，让我的学生既学得轻松，又

学得高效！”女儿说。“好样的，张老师！

但时间不早了，看看哪些作业必须做，哪

些作业可以选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可以跟老师委婉地沟通。”

我们的对话终于不再像初中时期那

般充满火药味。青春期的孩子，外表看似

成年，心智却尚未成熟，需要家长及时用

智慧地去引导。这几年，我经历不同的工

作岗位后，对孩子的成长和对教育的想法

更豁然通透。虽然这几年的高考季，总有

老师告诉我，县上的高考第一名曾是我们

学校毕业的孩子。但相比，我更关注普通

孩子的情况，我还关心派出所被拘留的少

年中，有不有我们学校毕业的，关心毕业

的孩子后续发展力如何，他们分别在哪些

岗位工作，他们过得是否幸福……

教育的成功，不仅是培养顶尖人才，

还要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

成长，成功自己，成就他人，无论身处什

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创造幸福、体验到幸

福，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初心。

青春期，美好而苦涩，愿孩子们成长

路上能遇更多的好人，让阳光永驻心底，

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谦逊于山水，便能懂得自然；谦逊

于儿童，才能融入孩子天真纯然的生命

状态。”毛娟指出，家庭美育中，父母不

仅要懂得如何去感受美，还要学会感受

孩子眼中的美。

毛娟以自己在上海参加儿童画展

的见闻为例，展示出“儿童天性之美”的

独特与可贵。

画展上，一个孩子拿出他的作

品，那是一幅画，奇怪的是，画面上

有一个很显眼的破洞。评委们很是不

解，为什么会有孩子带一幅破损的作

品来参展呢？便询问孩子这幅画是不

是不小心损坏了。孩子的回答却出乎

所有人的意料，他说：“画上的这个洞

是我通往世外桃源的入口。”成人眼中

的残缺可能恰是孩子眼中那个爱丽丝

掉入的兔子洞，能指引他们通往奇幻

神秘的世界。

毛娟说：“大多数成年人是以‘知

道’的方式来回答世界，但孩子们却

是用‘惊奇’的方式去追问世界。成年

人对世界的追问与惊奇和孩子是不同

频的。”她指出，成人与孩子看待世界的

视角有异，是一件正常且自然的事，而

能否成为孩子的“大朋友”，关键在于如

何去回应孩子的惊奇之心。

看见并理解，是毛娟向家长们提出

的第一个建议。“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

惊奇之心并表示理解。”毛娟表示，“理

解”代表了某种抵达，一个人抵达另一

个人，一个生命抵达另一个生命。“理

解”就是一条曲折迂回无限靠近对象的

小径，理解他人的同时，往往也完成了

对自身的内省。

毛娟的第二个建议是对话并成全，

这是家庭美育中，家长应有的姿态。“对

话”意味着一种和谐平等、共建共享的

交往，它集自由与理解为一体。采取

“对话”的教育姿态能够使成人更容易

通达儿童的天性之美。同时，毛娟指

出：“不同孩子的奇思妙想构成了大千

世界的有趣之处。家长在与孩子的日

常相处中，不仅要站在他身旁，更要站

在他心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才能形

成平等和睦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

则是对孩子最大的成全，在对话中，家

长们会看见孩子身上散发的光芒。”

和女儿聊作业时想到的……
■ 谭丽

如何在家庭美育中培养孩子的格局和修养？

以美育人以美育人 与美同行与美同行

“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与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案?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

以要特制音调的诗歌?”蔡元培是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告诉人们：美的作用，超乎利用。形成完整、强

健的人格，关键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美育不可或缺。让孩子拥有观察美、发现美、感受美、表达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家庭

美育大有可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毛娟说。近日，在成都市武侯家

长学堂公益讲座中，毛娟与家长们分享了如何在家庭美育中培养孩子的格局和修养。

“在生活中，最直接、最纯

粹的美来源于自然。”毛娟向家

长们细述了“自然之美”的意

蕴，“当我们的身心真实地抵近

自然，细心流连于花草生长，一

个所谓的‘意象’世界也就打开

了。”

毛娟所谓的“意象”世界，

正是一种主观结合客观的审美

感受。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提

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指的便是美与美感的统一，自

然风物给予人美的体验，人的

意识再赋予自然之美灵魂，相

生相长、相得益彰，继而构成一

个美的世界。

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

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

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

而畅观……世界从不缺少美，

而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获

得美的关键。

“提到大自然，大多数人

都会想到自然风光，或大气磅

礴、或温婉娟秀。其实，每一

种自然风景都是一种心情、一

种美学风格，甚至一种处世态

度。”毛娟认为，“美”是自然

的谜题，需要有“游”的审美

态度才能解题。只有身心真实

地抵达自然，才能打开“意

象”世界。

“你是否在一种豁然自在

的精神状态里与自然相拥？当

我们内心欲念繁杂时，会感受

到许多无端的困扰，这些困扰

犹如观念的洞穴，我们要走出

洞 穴 ， 才 能 抵 达 自 然 的 花

园。”毛娟指出，一边感受，

一 边 享 受 就 是 在 自 然 中

“游”。它既可以是在家中侍花

弄草的闲趣，也可以是午后浅

浅地沐浴阳光，不一定要游历

山河才能实现，重要的是审美

的态度与心情。

静心感受生命中的一朵

花、一株草、一阵风、一片落

叶，倾听它的诉说，与它悄声

交谈。“当我们置身于自然，

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就

是所谓的’返乡’之情。”毛

娟说，“返乡，返回到自己的

精神故乡。”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有

的孩子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后，就开始慢

慢淡出各种活动，到了初高中之后，课

外生活更是少之又少，甚至父母连基本

家务都不让孩子参与，怕耽误学业。”毛

娟说，“眼里有活儿的孩子才会肩上有

担当。当孩子不知道自己能够参与、应

该参与什么的时候，他往往会觉得世界

上很多事情都与自己无关，既不明确该

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美育不仅仅是审美体验、情操陶

冶，更重要的是把“美”贯穿在为人处世

的知与行中。“人唯有在创造世界的时

候才能理解世界，在发现、参与、挣扎的

过程中，获得与他人互相抵达的深切的

同理心。”毛娟认为，孩子的“志愿者精

神”是家长应着重培养的。如果孩子缺

乏志愿精神，便会“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表现出自顾自事、冷漠逃避、推卸

责任等特点。

一个自私冷漠的孩子，比一个学习

成绩不好的孩子可怕得多。在孩子成

长的过程中，“爱的艺术”不可或缺，志

愿服务活动则能够提供有效的训练。

“与其他艺术一样，“爱”也是需要经过

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毛娟认为，志愿

服务活动的本质是助人及自助，它可以

教会孩子爱与被爱，乐于寻找爱，敢于

释放爱。而父母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

“知与行”，照亮孩子的“知与行”。

有较高自我满足感的父母，能带给

孩子更多的正能量。毛娟认为，父母首

先要在自己的工作状态中找到满足感，

认可自己的社会角色与个人价值。这

种认同感不一定很强，但一定要有，因

为父母的职业认同会很大程度影响到

孩子的自我认同。其次，要信任孩子，

把孩子当做“小同事”，相信孩子能够做

到，给他们更多参与的机会，让孩子一

同参与家庭劳动，参与学校或社会的志

愿活动，这样孩子才会积攒自己的能

量，在必要的时候支撑自己、帮助他人。

“美的教育是植根于生活的。”毛娟

说，无论是“美”的体验、“美”的行为，还

是对“美”的追问，都需要在生活中找到

答案。

感受自然之美
擦亮发现美的眼睛

寻儿童天性之美，做孩子的大朋友

关注行为之美，做生活的艺术家

倘若以世界为文本，每个人都是

人类文明的读者。在美国人本主义心

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曾有

关于“高峰体验”的表述，毛娟将其

特征概括为：合二为一、完全认知、

爱之弥深、语言诗意、超越时空、终

极体验、自由洒脱、三生有幸。她认

为，以书斋为心斋，便是获得“高峰

体验”的最优方式。

亲子共读是家庭美育进行的重要

方式。毛娟说：“读书是一件随心随性

的事。重要的是在无拘无束中去感悟、

去品味，逐渐打开自己，找到交流的契

机。”家长要以身作则地读，也要以经典

为向导，引导孩子共读。

“经典书籍是经岁月冲刷后依旧璀

璨的精神火种，应同珍视儿童的惊奇之

心一样，珍视人文艺术经典。”在亲子阅

读中，毛娟推荐家长与孩子进行“全息

阅读”，即全员参与、跨越时空、全学科、

全领域的阅读。“家长应扮演孩子的阅

读伙伴，在阅读时保持读读停停的状

态，给孩子留下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在

‘猜测——阅读——验证’的过程中，引

导孩子感受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通过

阅读为世界解码。”毛娟说。

以“绘本阅读”为例，毛娟详细向家

长们介绍了“如何与孩子共读绘本”。

首先，儿童绘本分为封面、环衬、扉

页、正文和封底。“好的封面，是绘本的

灵魂。”毛娟强调，父母要做孩子阅读时

的“绘本封面放大镜”，引导孩子进行大

胆猜测：这是一个关于什么的故事。从

封面的解读开始，孩子会逐渐学会图文

结合发现人物特点、抓住特点观察人

物、找到关键词提出疑问等等，这些都

是小学语文学习需要具备的习惯和能

力。

其次，“请至少花上10秒钟，认真看

看绘本的环衬。”毛娟介绍，环衬是用来

突出故事主题的艺术设计，有的环衬体

现了内文插图的主色调，有的是内文的

某个细节的放大，有的则选取了内容中

某个场景的画面。环衬的颜色，一定是

作者选出的最贴近故事的主题和氛围

的颜色。家长可以启发孩子运用猜测

的方法：猜猜为什么选用这种颜色，并

结合刚才看到的封面，联系起来对绘本

故事进行推理想象。

最后，重视绘本的扉页与正文。“扉

页往往是全篇故事的重要线索，是把握

故事主题的开始。”在阅读正文时，毛娟

建议，家长先为孩子读故事。绘本以语

言和图画为主要表现形式，当爸爸妈妈

把绘本所讲的故事、优美的文字用自己

的声音和感受来讲述时，这种快乐、喜

悦和美感才会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并

永远地留在孩子的记忆当中。等到孩

子上小学三年级之后，再慢慢试着让孩

子自己来阅读。

回归阅读之美，积累精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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