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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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策划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所学校

的校长，之后从一所学校转到了另一

所学校……那不太好管理的学校，在

父亲到任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印象

中父亲曾调到一所纪律涣散的学校，

通过举办体育比赛等一系列措施，把

学校管理得井然有序，不但步入正

轨，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父亲也因

为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工作成绩突出

奖”等各类嘉奖，以及教育部颁发的

从教 30 年荣誉证书。是的，父亲的

职业生涯都在教育一线度过，退休

后，在每年假期我带孩子回家时，父

亲也总要为孙子们上上几堂课，只是

缺少了一些威严，多了几分宠溺。

年轻的时候，父亲在紧张的工作

之余，挑灯夜读，考取了师范学校。

上学期间，他自学了口琴、二胡、绘画

等，最有名的画作就是雷锋像，那个

戴着厚厚毡绒帽的经典画像是父亲

的拿手作品，村子大礼堂的门楣上、

会议室等挂的都是父亲的画作。父

亲还经常受亲戚朋友之约外出作画，

亲戚家盖了新房，请父亲去为外墙作

画，父亲在其中的一面墙上画的“牡

丹仙鹤图”，栩栩如生，静中寓动，只

一眼就在我脑子里刻了几十年。在

诸多画作中，父亲选了一张“猛虎下

山图”挂在了自己家，印象中那只老

虎神态淡定、步履稳健，有着“不管风

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与从

容，象征着奋斗拼搏、力争上游的进

取精神。

如今 70 多岁的父亲是个手机

迷，每天“沉迷”网络。就在今年的元

旦，我们家庭云聚会之前，父亲还学

会了使用腾讯会议。我们在腾讯会

议开了一场家庭会议，父亲依旧与教

育站在一起，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告

诉我们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编者按
在孩子的成长路上，父亲的陪伴和影响是不可代替的。英国心理学家艾尔弗说：“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巨大，会一点一滴地渗入

孩子的血液，嵌入孩子的灵魂。”虽然相对母亲而言，父亲的爱大多含蓄而内敛，但他们总是用实际行动为孩子遮风避雨，给予孩子
安全感，教会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在父亲节来临之际，我们从两位父亲的故事里一起来感受为父之道。

父亲的父亲的智智慧慧：：
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是最好的““捷径捷径””

我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常常不在家的，工作日住在学校，只有周末和寒暑假在家。父亲退休的时候，我已经去读大学
了，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只有寒暑假回家住一段时间，如此想来，我跟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非常有限。

提起父亲，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一句话：“教育是最好的‘捷径’。”父亲的意思不难理解，良好的受教育水平，是通往成功人生的捷径。当然，这
里的成功人生必然是要自己定义的，捷径也是积极的拼搏路径。

■ 李梅敬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深沉而严

格。说深沉，是因为父亲虽然特别

重视教育，但他并不把教育和学习

挂在嘴边，也从来不会因为学习成

绩打骂我们。确切地说，父亲从未

打过孩子，也不太会把自己的坏情

绪显露给我们。

记得我刚进入初中时，第一学

期的考试，排名比较靠后，不等父母

督促，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出好

成绩。第二学期期末，在70多人的

大班级里，我的成绩一跃到了前十

名，我美滋滋地不等父母表扬，就自

己给自己松绑了，一个假期都没好

好学习，这一切父亲都看在眼里。

在开学前夕，父亲在一个不经意间

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了句：你是不是

觉得第九名已经很好了？仅此一

句，再无下文，说得那么不经意，那

么轻描淡写，但却让我至今记忆犹

新。每当我因一点点小成绩而飘飘

然时，总会想起父亲的这句话，时刻

警醒自己。

说严格，父亲有一个教育理念：

“穷养孩子，富养家。”所谓“穷养孩

子”，并不是指经济上的穷养，父亲

常说：“吃饭不要节省，一定要吃好，

身体重要”“穷家富路，出门一定要

多带钱”……父亲的“穷养”指的是

让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应该说，这个好习惯我一直随身携

带。

父亲还坚持“一路知识靠自

强”，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要靠知

识，要自立自强，要有一种不服输

的精神。父亲非常重视对我们自立

自强能力的培养，我和姐姐就读的

初中是住宿制，每月回家一趟，在

校期间的事情父亲都鼓励我们自己

想办法解决。父亲常鼓励我们多动

脑，多思考。他自己就特别喜欢思

考，在睡前和早晨醒来时，他常常

盯着天花板，不睡也不起，后来我

才知道，他有睡前思考和睡醒思考

的习惯。睡前思考主要是把一天的

事情回顾一番；睡醒思考，则主要

是计划一下今天要做的几件事。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父亲至少

坚持了二省。

记得有一次，父亲拿着一盒药

来问我平时能不能吃？我粗粗扫了

一眼说明书说“应该不能吧”（心

想这问题太简单），父亲拿过说明

书仔细看了看，指着一行“长期服

用可以预防”的字给我看，我当时

觉得特别惭愧。这件小事是否奠定

了我做事认真并积极思考的习惯，

未可知，但至今受益是确定无疑

的。

若说父亲在教育上有没有传统

意义上的严格，我遍寻记忆都没找

到。父亲很少用威严让我们就范，

在遇到问题时，父亲从不强迫，而是

智取。记得有一个周末，父亲一回

家，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告诉父亲，孩

子们光看电视，影响学习。父亲照

例没有说话，也没有批评我们，更没

有要求我们不能看电视，一个周末

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好像母亲说

的事情从未发生一样。周一一早，

父亲又返回学校了，晚上，我们照例

去开电视，却发现电视开不了，开开

关关试了很多次，电视顶上的天线

拨过来拨过去，就是开不了，只能放

弃。熬到周末，父亲一回家，我们就

迫不及待跑过去告诉父亲电视机坏

了，父亲露出一丝笑意，说：“我去看

看。”只见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一个

小零件，插到一个小孔里，电视画面

立刻就有了，我们欢呼雀跃，对父亲

充满敬佩，只有母亲在旁边笑而不

语。

教育是父亲的职业，也是他对

自我的要求。正是父母对教育的长

期坚持，才有了我们兄妹几人今天

的生活。回想几十年的求学路，一

直是父亲在托举着我们向前走，不

抛弃、不放弃，不抱怨、不责备，坚守

初心，努力向前。这何尝不是一种

家风家训呢？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

始终与教育在一起的践行者

潜移默化式家庭教育的坚守者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大李老师大李老师”” ■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李朝霞

前几天，很久不说话的爸爸突然

给我打来微信视频，虽然只说了短短

几句话，却让我泪如雨下。

爸爸患病有一年多了，时好时

坏，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去年10月开

始，每次打电话，他都闭着眼睛不看

我，不和我说话。那段时间，我很焦

虑，身体也频频出状况，每天都心惊

胆战的。

爸爸突然联系我，告诉我他身体

好转，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的“大

李老师”终于要回来了！

爸爸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语文、

数学、美术、体育老师。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习惯叫他“李老师”，现在叫他

“大李老师”，我成了小李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大李老师”基本

托起了我整个童年，传递给我无限的

快乐，教会我做人做事，护佑我

无忧无虑地成长。

我小学一到四

年级是在村小的教

师大院里长大的。

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老师也很

少，爸爸就相当于我的“全科老

师”。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回家，每天

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我那时特

别骄傲，有时得意得忘了形。爸爸

一直告诫我：在学校里只能叫“李

老师”，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我的爸

爸。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爸

爸第一次在教室里打我。小学三年

级，我和同学吵架，踢飞了她的饭盒，

里面是她的午饭。她特别委屈，好多

同学都围着我们说我的不是，要去告

李老师。我当时特别张狂：“你去告

啊，我的爸爸就是李老师！”同学们一

下就不说话了，为此，我得意了一节

课，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后来，不

知道是谁向爸爸告了状，他放学后，

把我留在教室里，让我趴在长板凳

上，用鞋底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临

走时还说了一句话，这也是我记一辈

子的话：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

哏赳赳。长大后，回想这件事和这句

话，我明白了爸爸想向我传递的是：

要敬畏规则，也要管住自己。父爱总

是无言的，但却充满力量，无处不在，

影响至深。

我很自豪的一件事是视力特别

好。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我的视力

这么好？爸爸说：“第一是遗传；第二

是有一个好的用眼习惯。”从我记事

开始，我家的黑白电视机基本上都被

拔掉了天线，每晚7点到8点，我被允

许和家人一起收看《新闻

联播》、《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周

末看《今日说法》和《大风车》，这样的

状态一直持续到我初中住校。上大

学以前，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机。现在

讲“远视储备”，我在农村长大，“远视

储备”应该足够了，而我小时候在家

里做作业，只要家里的挂钟发出“当

当当”的声音，爸爸就会让我停止写

作业，出去围着房子绕一圈，北方的

农村大院还是挺大的。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一直都

是 短 发 ， 因 为 爸 爸 说 长 头 发 要

“抢”大脑的营养，那时同学们都叫

我“假小子”。小学五年级，爸爸调

到了县城实验小学，我也跟着转了

过去。开学第一天，我因为上早自

习说话被纪律老师抓了个现行，问

我叫什么名字，我低着头小声说出

了名字，他说一个男孩子叫个女生

的名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当时

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感觉自己本来

就刚进县城，人生地不熟的，就被

欺负了。放学回到家，我冲着爸爸

发火：“就是你，给我剪了那么短的

头发，让老师和同学都欺负我！”爸

爸问了来龙去脉后说：“你看你崇拜

的敬一丹、鞠萍、金龟子都是短

发，你自卑什么，只要你现在好好

学习，以后就有可能像她们那么厉

害！”他还给我讲了很多故事。等我

心情平复后，他又给我指出了好几

个错误：上早自习不该说话，不该

自卑，不该冲爸爸发火，要学会尊

敬长辈。

后来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头

发长到腰的位置了，因为个子高，

又壮又爱打排球，被同学们嘲笑叫

“傻大憨粗”。第一次听到这个外

号，她抄起身边的排球狠狠地砸向

了一位男同学，当时那个同学的鼻

子就被砸出血了。爸爸是这样处理

的：他把两个同学叫到讲桌前面，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讲了“郎平的故

事”，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幅郎平的头

像，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

爸爸说：“你看这位同学长得像不像

郎平呀？”很多同学都说：“越看越

像！”爸爸说：“如果一定要叫外

号，那以后我们叫她‘小郎平’”

吧！”然后又让同学们挨个和“小郎

平”握手，最后到那位男同学时，

男同学主动握手并道了歉，这位女

同学也为自己砸伤同学而道歉。后

来，这位女同学剪了郎平那样的短

发，和我的“板寸”差不多。我觉

得爸爸在对待我和这位转学生的方

式上，同样是榜样激励，但是方法

因人而异，这也算因材施教的一种

吧。

没有什么比切身体会来得更真

实。一些父母是老师，却

不愿意子女继续当老师。

而我的爸爸恰恰相反，他的愿望一

直就是希望我能当一名老师。还记

得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忐忑、不

安，遇到顽皮的学生有时会无助、

想哭，买两件商场里的衣服，一个

月的工资就没了，我动了放弃的念

头，想离开成都回东北。爸爸打电

话告诉我：“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

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踏踏实实

做事，本本分分做人，也是一种富

有。你要记住，李家没有逃兵！”这

句话被我牢记于心，这些年，我慢

慢沉淀下来，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

着。……

我曾经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写

了一段话，其实也是在教师节有感而

发：“你的家人，把感情沉淀在心底，

让你轻装上阵；你的学生和家长，把

敬佩铭记一生，不会忘记你；你的学

校，因为有你的敬业奉献，发展得越

来越好……”这也算是我对爸爸工作

30多年的一个总结吧。

每个向别人伸出手的人，都可能

是别人的守护者和陪伴者。我觉得

我的“大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

所教过的学生遍及各地，从事各行各

业。有些学生喜欢给他写信，也有学

生通过邮件联系，那些文字恰如掌心

的细密纹路，电光火石间，全是岁月

的印记。这岁月中，都有着恒久不变

的温暖流淌。

爸爸生病后，不愿与我们交流，

我就经常给他发一段段的微信语

音。大年初一，我给他留了一段语

音，我说他就像一块铺路的青砖，虽

简单普通，默默无闻，却功不可没。

因为没有他为我们奠基，一切都是空

中楼阁。能有幸成为“大李老师”的

小李老师，这是我独有的最高荣誉。

说完，我自己就哭了。

常言道：“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

房。”作为教师，能为孩子的成长添砖

加瓦，无比荣幸又责任重大。经历爸

爸这一年多的转变，我想告诉很多家

长朋友：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我们越

要坚信：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

拥有家人的理解、支撑以及无条件的

爱，一切不好的都会过去。陪伴是最

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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