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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三年级下册快期末时，果果的语

文复习卷子最后一题，作文题目要

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他写了很

多，有两句我记忆深刻：“希望妈妈能

对我温柔一点……希望妈妈多关心

我的学习成绩……”后来我打扫房间

时，整理果果床头柜的抽屉，发现了

两本之前奖励他的笔记本里记录的

文字和配图，我竟然看不懂他要表达

的是什么。确实，在那一年里，我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带妹妹瑗瑗，对果

果忽略了，跟他交流得少了，动辄就

对他发火。他却在母亲节那天的记

录里这样写着：“不管是不是母亲节，

每天都应该帮妈妈做事情。我要做

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让妈妈每天都

像过节一样开心！”我把内心的这种

夹杂着自责的感动，也及时地记录到

我的笔记本里，并在后来的生活中认

真地改进我的态度，分配好我的时

间。

日子平凡地过着。转眼间，今

年9月，果果已经升入了初中。我们

一直坚持在各自的笔记本里，记录

着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一起参加读

书节活动，如何选书，做好读书笔

记，一起分享读书感悟，发表获奖

感言的记录；有在夏天一起尝试在

阳台花盆里种下哈密瓜籽，一起浇

淘米水、隔夜茶水，观察发芽、瓜

苗长度到开花，再到秋天结出6个小

瓜的惊喜，以及最终瓜落叶枯的悲

伤；有五年级寒假时果果放飞自

我，独自坐动车从德阳到成都找小

姨，说要跟着小姨吃喝玩乐，脱离

妈妈的管控，出去享受自由的兴奋

和我的担忧；还有疫情期间，居家

学习时，我们一起关注疫情发展，

调整心态……

用文字记录的生活是饱满的，用

文字记录的成长是珍贵的。和孩子

一起，用文字记录未来多姿多彩的每

一天吧！

“妈妈，我要买这盒绿豆糕，还要

再来一瓶水果罐头，这些都是爸爸最喜

欢吃的……”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去超

市购物，女儿忽然趴到我耳边小声说

话，还晃了晃自己的小钱包。我秒懂了

小丫头的意思，她这是又要施展自己的

“魔法”了。

女儿从小就喜欢看与魔法有关的电

影和书，这样的内容看多了，她也经常有

些遗憾地感叹：“魔法真好玩啊，为什么

我没有魔法？”直到有一天，她看了《魔法

满屋》这部电影，影片讲述了在一个人人

都有魔法天赋的大家庭里，唯一的普通

少女米拉贝虽然不会魔法，却成为拯救

魔法危机的最后希望的故事。女儿从此

以“米拉贝”自居，说她虽然不会真正的

魔法，却可以独创“魔法”。她在超市里

悄悄为爸爸购物，就是因为第二天是爸

爸的生日，她要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

爸爸买点礼物，并让我支开爸爸之后，她

自己去结账，等到第二天早饭时才把礼

物“变”出来。

有一次，母亲打电话来跟女儿视频，

她们聊着聊着，女儿忽然问：“外婆，你喜

欢什么动物？”母亲就逗她：“我要是说出

来喜欢什么，你能送给我吗？”女儿居然

想都没想，直接夸口说：“没问题啊！我

可以送给你！”母亲笑着说：“我来想想看

……我喜欢大象，它长长的鼻子能喷水，

如果家里有一头大象，说不定会成为我

的好帮手，我就不用天天浇花了。……”

听到母亲给女儿出了这么大一个“难

题”，我在旁边捂着嘴偷笑，心里想着，小

丫头只能认输了。没想到，她只说稍等

一会儿就跑进了卧室，不到两分钟的时

间，她又跑了出来，手里捏着一只刚刚用

超轻黏土捏出来的大象，举到镜头前对

母亲说：“外婆，我刚刚变出来一头大象，

我就把它送给你。”好吧，这波“魔法”操

作，让我们不得不服。

女儿的“魔法”为家里带来的不仅仅

是笑声，有时，她还充当我和爱人之间的

“和事佬”。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事，

我和爱人因为观点不同而争执起来，因

为谁也说服不了谁，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嗓门。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好一会儿没

有女儿的动静了，赶紧走出卧室到客厅

去找，没想到推开门就看到地板上有一

张纸条，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我离

家出走了。”

“哎呀，闺女这是去哪儿了？”女儿

才8岁，她跑丢了可怎么办？我们都吓

出了一身冷汗，正要下楼去找，忽然听

到她的电话手表播放音乐，接着，女儿

穿着她最喜欢的一条红裙子从沙发后面

站起来，动作欢快地为我们跳起了不久

前学会的舞蹈，一边跳，一边还自编唱

词：“我来变身跳舞的小精灵，爸爸妈

妈不要再吵，不要再吵，让我们的小屋

充满欢笑……”

女儿的“魔法”并不神奇，却让我们

看到她满满的爱心，而这个世界上最好

的“魔法”就是爱，我愿意一直配合她的

行动，让这样的“魔法”继续上演，并随时

给她最热烈的掌声。

“小璞属什么？”孩子爸突然

问。

“属兔呀！你这是什么爹？

自己孩子属什么都不知道。”此

时，我正辅导孩子作业，恨不得捏

碎手边的干脆面。

孩子爸在一旁做着银耳羹，

银耳、桃胶、皂米、冰糖等，他一股

脑地丢进料理机里。“轰隆”，尖锐

的硬物割裂声，刺激着耳膜，听得

人心里一紧。

“冰糖，等银耳羹做好了再

放，温度高了，它自己都会化，只

有傻子才‘硬碰硬’地搅打！”本就

心里有火，说话时，我也没好语

气。

“糖放温水里自己都会化，孩

子的脾性就属‘糖’，小璞也是。”

他着重强调了后面的四个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辅导孩

子学习的这条路上，我越来越难

心平气和。眼看别人家的孩子都

是越大越长进，越来越能干。而

自家的娃呢，成绩每年下滑一个

阶梯。每晚辅导作业，都好像是

我的“困兽之斗”。每项限时、三

遍改错……依然制止不了孩子的

屡屡超时或是重复犯错，大呼小

叫，甚至大打出手成了家常剧

目。我觉得自己游走在崩溃边

缘，可孩子并不领情，用沉默对抗

着我的焦虑。

“我对小璞还不够好？”我把

孩子爸拉到一旁，心有不甘地说：

“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好’得太急、太硬，就像刀

片强行割裂冰糖，虽然最后也能

溶解，但那种被刺破的伤害会一

直留在孩子心里，而有温度的‘溶

化’则需要家长有同位感受的心

力、有瞅准火候的眼力、更要有静

待花开的耐力。”

“那你示范一个给我看看！”

我有些不服气。

在孩子爸不吼不催地精心辅

导下，孩子的作业不出意外地又

超时了。按规矩，拖沓是要下楼

罚跑步的，孩子开始哭哭啼啼，满

脸不情愿。我催促他，“别磨叽，

赶快下楼。”

“走！我们一起跑，我今天也

坐了一天，刚好活动活动。”孩子

爸说。

孩子一听，难得麻利地换好

衣服，跟着他爸出门了。

等回来时，父子俩有说有笑，

好不亲热。

原来，趁着跑步时间，父子

俩将晚上的错题又回顾了一遍。

孩子懊恼地说：“早知道就主动

问爸爸，我就不会超时做这么晚

了。”

“不懂就要问，和你说了多少

次了，每次都是这个德性……”我

又开始絮叨，孩子爸连忙拦住了

我。

孩子一下噤了声，半晌才幽

幽地说：“每次做作业，你都要求

这，要求那，我哪还敢问东问西？”

“那现在你怎么又敢问了？”

我说。

“爸爸是真的想帮我。”孩子

一脸认真。

同样一件事，同样一句话，居

高临下的要求只能溶解“糖”，和

风细雨的帮助和沟通才能溶化

“糖”。这决定着和谐过程和良性

结果。

爱的魔法
■ 张军霞

属“糖”的孩子
■ 王蕾

即便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电子时代，我还是
更喜欢用笔和纸记录点滴心情，收藏美好回忆。

和孩子一起用笔记录生活，能让孩子用心感受生活，积
极参与生活，认真领悟生活，并从中不断思考，感受更多生
活的乐趣。

用文字
记录成长

■ 蓝林

记得在儿子果果小学一年级上学

期期末考试结束后，还没等到领通知

书，我就迫不及待地带他回了老家。

果果得知自己三科都考了 100 分，高

兴极了，却又略带委屈地说：“没能当

面听到老师的表扬，妈妈，您要答应我

三个要求……我想要您那个绿色笔记

本。”

这笔记本有厚厚的绿皮外壳，有

两百页，前10页是中英文版本的中外

节日、国内长途电话区号、邮编、国家

或地区区号、时差、度量衡尺码换算等

介绍，很精美，是我工作得的奖品，没

舍得用。我觉得很奇怪，他居然没要

平时喜欢的玩具，却看上了我的笔记

本。果果看出了我的诧异，故作深沉

地说：“妈妈，我看您经常在写什么，我

也要像您一样，记录下我的秘密。”为

了鼓励他，满足他的要求，也为了让这

个笔记本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说：“好

吧，这本子作为奖品送给你，你得让这

个本子变得更有意义，你要跟我一样，

每天在本子上记录自己的成长！”他似

懂非懂地点着头。我继续说：“现在是

假期，你有充足的时间玩耍，看电视、

看书，你要每天写一段话记录你的假

期生活。”果果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在我的督促下，果果完成了

“假期任务”。有时，他实在没有特别

要记录的事情，就在课外书上选择几

句优美的句子或几个成语、词语抄录

下来，不会写、不认识的字就用拼音代

替，这样慢慢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那本绿色的笔记本，几个月就被

果果写满了。一笔一画很有力量的灰

色铅笔字迹。后来，我陆续送了他几

本不同样式的笔记本作为奖品，那些

本子上记录的内容更丰富多彩了。更

多的是童真童趣，而且还是分门别类

的。一本记录着他喜欢的车，中英文

名字、符号、出产国家、价格、车灯、轮

胎、车型及粘贴着对应图片等等；一本

记录着他看课外书的摘抄，喜欢的句

子、成语及其相关注解；一本记录着他

和同学平时玩的游戏卡片的相关内

容；还有一本记录着他的童年秘密：他

开心的事、他烦恼的人、他不同阶段的

喜怒哀乐，还有他对父爱、母爱的理

解。

我从初中开始，便喜欢用文字记

录我的生活。字里行间，融入了我全

部的情感，有青春期的懵懂、校园里

的青涩、工作时的拼搏、生活中的苦

恼和美好。现在当了妈妈，我一直坚

持并引导果果，让他知道“学习来源

于生活”。学着用笔记录生活，用心

感受生活，积极参与生活中的大小

事，认真领悟生活中的大小理，并从

中不断地思考，感受更多生活的乐

趣。

果果从四年级开始，每一篇在校

刊上发表的作文，都是他对日常生活

的热爱。平时跟着家人买菜做饭时，

他热情高涨，作文《第一次买菜》《煎

蛋面》《蒜》《炸鸡排》等都是他的生活

实践。从他稚嫩的文字里，我们也能

感受到那份自己动手的喜悦。我常

常告诉他：“我们就是生活的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作文《月饼》《抗击疫

情，从我做起》等是他认识小我、大

我，从一个家庭的一员到一个国家的

公民的过程。《我的乐园》《无聊的

事》、《游望鱼古镇》《我学会了游泳》

《冬天的风》等作文，里面有他个人独

处时的安静，也有参与家庭、朋友组

织的游乐活动时的狂欢；有他业余时

间的技能学习，也有对周边生活圈子

的观察。

我也把果果一点一滴的成长、变

化、进步，记录到我的文字里，空余时

间跟他一起讨论、分析。

记得果果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

候，他在预习朗读课文时有感而

发，改编诗歌，学以致用。那天的

语文作业是预习第四课《四季》。课

文原文是这样的：草芽尖尖，他对

小鸟说：“我是春天。”荷叶圆圆，

他对青蛙说：“我是夏天。”谷穗弯

弯，他鞠着躬说：“我是秋天。”雪

人大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就

是冬天。”果果按照老师要求，先将

生字圈出来，再一段一段地读。读

了几遍，比较流畅了。他自信地

说：“妈妈，我都可以背了，而且我

还可以改编一下！但是，你不能笑

我。”“改编？怎么改编？”我很惊

讶，他会有改编的想法，我更想好

好鼓励一下他。我笑着说：“来吧，

先改编，再背诵。”果果的改编如

下：草芽尖尖，他对泥土说：“我是

春天。”池塘大大，他对鱼儿说：

“我是夏天。”谷穗弯弯，他笑着对

农夫说：“我是秋天。”雪人大肚子

一挺，他开心地对小娃娃说：“我就

是冬天。”“太棒啦！”听完果果的改

编，我竖起了大拇指。这就是果果

的创作，可能不太完美，但他的灵

活学习，快乐学习，活学活用，是

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爱上文字
从“假期任务”开始

记录生活，学习源于生活

分享感悟，亲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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