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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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哲（化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孩子，但他的学习习惯不好，处在叛

逆期的他，对待学习不上心，还总跟

妈妈顶嘴，这让小哲妈妈非常着急又

束手无策。

小哲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爸爸妈

妈分开后，爸爸因为工作去了外地，

基本与他断了联系，妈妈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孩

子的身上，她不明白，乖巧可爱的儿

子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无奈之

下，求助于我。

因为知道小哲的经历，我也格外

关注他的成长。跟小哲妈妈多次沟

通之后，我们确定了一个小方案，抱

着试试的心理，小哲妈妈开始实践我

们的方法。

方案很简单：小哲放学回家后，

妈妈不要着急去做饭，而是先给小哲

一个拥抱，然后洗点水果，与小哲坐

在一起聊聊天，内容就是母子俩一天

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或无法解决的

事。聊一聊妈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聊一聊小哲学习上的困难等等，当

然，也可以聊聊感兴趣的新闻，甚至

是娱乐八卦，内容不限定。我建议小

哲妈妈先跟孩子聊聊体育赛事，因为

小哲非常喜欢篮球，对NBA的球员如

数家珍，可以从他感兴趣的话题入

手。时间也不用固定，可以5分钟，可

以 10 分钟，也可以 20 分钟。闲聊的

时间里，妈妈要放下手机。聊天之

后，妈妈去做饭，小哲可以做作业，也

可以休息看会书，当然还可以和妈妈

一起准备晚饭。

心理学家研究显示：经常被拥抱

的孩子更聪明。父母的拥抱，让孩子

感觉到安全，能使其在烦躁中安静下

来，减少压力，让他敢于探索周围的

世界，还能让他感受到大人对他的喜

爱，从而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

的亲子关系，会让孩子在与别人的交

往中表现得落落大方，格外自信。

小哲妈妈马上付诸行动。一个

简单的拥抱，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

说，并不简单。他们有时会非常抗拒

父母的身体接触。小哲妈妈每天都

会拥抱儿子，即使小哲的肢体动作非

常僵硬，但妈妈没有退缩。一开始与

小哲聊天，小哲说得很少，几乎只扮

演了一个倾听者，偶尔也会说两句，

但从来不会拥抱妈妈。好在小哲不

讨厌这样的交流方式，小哲妈妈也一

直在坚持。

小哲妈妈偶尔也会跟我吐槽，如

果孩子一直不长大，还是那个软软糯

糯的小团子该有多好，可谁又能阻止

时间的脚步。我鼓励她，小哲没有推

开你，而是听你在说话，这已经很好

了，比起之前你们之间的剑拔弩张，

这就好太多了。

一个月后，奇迹发生了。

小哲放学后，主动拥抱了刚刚

下班的妈妈，还为妈妈准备了喜欢

水果和零食，并主动与妈妈谈起自

己在学校的情况，原来小哲的数学

小测得了满分。看着儿子兴奋的样

子，小哲妈妈红了眼眶。从那之

后，小哲和妈妈的关系上升到另一

个层次，每天家里都充满了两个人

的谈话声，当小哲做作业的时候，

妈妈也会坐在他身边看书，或者去

做点家务，小哲也会在写完作业之

后，与妈妈一起下楼去扔垃圾，如

果时间允许，他还会和妈妈一起在

小区的操场上溜达一会儿。

家庭教育的内核是给孩子包容

和安全感。当孩子遇到问题，父母给

予的支持，是孩子向上的动力，这样

孩子的内心才更强大，愿意去面对困

难，从而去克服，这比学习成绩、外在

物质更重要。

接下来的日子，小哲与妈妈的关

系越来越好，妈妈对他也越来越放

心。而小哲的学校生活也变得如鱼

得水，每天都能被老师表扬，而他也

有了一群兴趣相投好朋友，喜欢上了

学校。

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动作，让孩

子感觉被关注，愿意去体会妈妈爱他

的心，妈妈也用积极的心态去思考、

去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孩子一起

探索解决的办法。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爱是最好的

营养。回家后，给孩子一个温柔的拥

抱吧！

此前，我曾在不同场合给儿子

讲过几次“曾氏家训”，但感觉他总

是不感兴趣。确实，族谱上的家规

祖训，距离有点遥远，再加上是用

“忆江南”词牌名填的十五阙词，读

起来、记起来确实有点“烧脑”。

3个月前，四川省第二届“天府

好家规”开启内容征集。我准备将

“曾氏家训”（祥公房系）提炼成

“‘曾氏家训’‘十五劝’”上报，“十

五劝”涵盖“劝忠、劝孝、劝善、劝

睦、劝学、劝勤、劝俭、劝正、劝敬、

劝慈、劝婚、劝戒、劝乐、劝礼、劝

族”内容，而每一“劝”均是一阙“忆

江南”词。

报送前，我问儿子：“省上搞天

府好家规征集，我们把‘曾氏家训’

报上去评一评如何？”他很随意地

说：“随便你，你想报就报吧！”我试

探他：“需要提供200字左右的推荐

理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

晓得，你是在考我！”他狡黠地看着

我。

最好的教育就是引导和启发，

而家规家训的教育靠说教肯定不

行。凭一个初二学生的水平，要写

出高度凝练的推荐理由，难度显然

很大。于是，我启发他：“要不这

样，我把家谱找出来，你再认真读

一读‘曾氏家训’，读完之后，你就

给我说哪一首家训写得好，具有代

表性，我来写推荐理由。”他欣然同

意。

读完之后，他觉得“劝孝、劝

俭、劝正、劝戒、劝乐、劝礼”这几节

家训词句优美，也有现实意义。于

是，我们简单交流讨论之后，形成

了 200 字左右的推荐理由，他看了

之后，也提了几点修改意见。

8 月 24 日，第二届“天府好家

规”正式在网上投票。虽然我也在

曾氏家族群、曾子文化研究群、朋

友圈等发动宣传，但是两天下来，

票数明显落后。正当我着急时，有

一自称某某网络公司的电话打到

了单位办公室，表示可以为我们刷

票，而且能够躲避承办方的技术监

测，前提是需要出钱。我及时把这

一情况向承办方反映后，打算回去

给儿子讲讲网络诈骗、恶意刷票方

面的知识。

回家之后，我对儿子说了此

事。还没有来得及普及网络诈骗

知识，他倒是先开口了：“好家规不

是刷票刷出来的吧，你不会真要出

钱刷票吧？”“可是，我们的票数非

常低，如果进入不了前列，就评不

上啊？”“但是靠这种投机取巧的办

法提升名次，也是一种很无耻的行

为，你不懂吗？”“那你说怎么办？”

“你多在群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家规

家训的故事、意义之类的，发动亲

戚朋友帮忙投，投到多少算多少！”

短暂的对话，让我对儿子的“三观”

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刮目相看。

我决定把这堂家风家教课再

深入下去。我问儿子：你知道什么

是家风家教吗？他摇摇头。于是

我告诉他：家风家教其实就是一个

家族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

积累起来的“治家”经验，然后逐步

提炼总结出来的约束性很强的家

规家训。你刚刚说的“好家规不是

刷出来的”非常正确，好家规、好家

训需要传承和发展，也需要遵守和

融合，我们“曾氏家训”发展为今天

的十五阙“忆江南”词，也是很多代

曾氏子孙不断提炼总结的成果，充

分体现了曾氏家风的教育性、文学

性、时代性。

说完之后，儿子露出非常兴奋

的表情。“你现在都是市作协会员

了，要不要再研读一下‘曾氏家训’

‘十五劝’，看看还能读出点什么

来？”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从我手

里把“曾氏祥公房系族谱”抢了过

去。

去年秋季，久旱无雨。塘里水

浅了，浇菜取水不便，于是拿起锹，

赤着脚下塘，挖了个凼，开沟引水。

没想到，起沟到了三米远的地方，好

像有什么东西刺入脚板心，又痛又

胀。洗了脚，瞧了瞧，原来是蒺藜的

刺。

我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来的

呀？”

在一旁的妻子接过话茬，用手

指了指，说：“你不记得了吗？”

哦，我恍然大悟。三年前，开垦

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荆棘丛生。

性急的我，挥舞砍刀，将蒺藜砍倒，

就随手将它们撂到塘里去了。

那时，觉得轻巧省事，没想到这

会留下了祸根。现在想来，凡事都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需三思而后

行，种什么因，就会结什么果。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时常听

闻一些家长也犯有这样类似的错

误。比如，当着孩子的面骂着：“你

怎么这么笨，这都不会做啊！”

的确，有些父母在孩子犯错时，

火冒三丈，口无遮拦，说话冲动和随

性。逞一时口舌之快，忽略了孩子

的内心感受，给孩子心里蒙上一层

阴影，甚至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

绪。有些父母不注意言传身教，背

后喜欢议论他人，说长道短，孩子耳

濡目染，久而久之，也会根据父母的

喜好，进行自我调整，变成和父母一

样的人。

生活中，父母对孩子说的每一

句话、面部的表情和动作等，都应

该仔细斟酌、认真推敲。因为教育

过程中的亮点和瑕疵，往往都隐藏

在细节中，一刹那、一瞬间，稍纵

即逝。

言为心声，行为神使。父母的

言谈举止，体现自己修养品性。孩

子是父母的影子，有着什么样的父

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问题孩子

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问题父母。因

此，作为对孩子最直接、最具影响力

的父母，平时也要检视自己的教育

过程，放下身段，与孩子平等、友好

相处，谨言慎行，尽可能在孩子面前

避免说一些负能量的话，注意跟孩

子说话的方式，不指责、挖苦，或者

用命令的口气等，亲子关系更融洽，

孩子的身心才能更健康。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多换位

思考，设身处地站在孩子的立场去

思考问题，理解和尊重孩子，规范自

己的言行举止，和孩子共学习，同成

长，修炼好内功，调整好情绪，从而

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唯有

如此，才能减少或避免“随手一撂惹

成祸”的现象发生。

阅读兴趣的培养、勤俭节

约的品德养成也是我在孩子

们成长中特别重视的。孩子

的阅读兴趣以及对书籍的喜

爱，离不开父母的引导与帮

助，要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和

习惯，父母也需要挤出时间，

静下心来，与孩子一起阅读。

我的两个孩子都比较喜

欢阅读，这是从小时候的听故

事开始的。等他们大一些了，

我便购买了很多色彩鲜艳的

绘本，指着图画上的文字给他

们讲故事，让他们跟着读。慢

慢地，随着识字量的增多，他

们渐渐喜欢上了阅读。《十万

个为什么》《四大名著少儿版》

《一千零一夜》等书籍成了他

们闲暇时光最好的陪伴，开阔

了他们的视野。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

抽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阅读，

我们一起回忆书中的故事情

节，一起分析人物性格，探索

故事里所隐含的道理，一起分

享书中的酸甜苦辣，享受美好

的亲子时光。

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也

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责任、

一种品质，养成勤俭节约的好

习惯，孩子将受益终身。

一次，我们全家围坐在

一起吃饭，哥哥一边吃饭，

一边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分享

学校的趣事，妹妹听得入了

神。饭后，妹妹去一旁玩玩

具，我仔细一看，桌子上、

地上撒的全是饭粒，碗里也

还剩下一些没有吃完的饭

粒。我赶紧把妹妹叫了过

来，让她看看桌上、地上撒

落的饭粒，并严肃地跟她说:

“虽然你撒落的饭粒不多，但

长年累月也会积少成多。想

想农民们的辛苦，这一粒粒

米饭，都是他们用辛勤的汗

水和劳动换来的，每一粒的

粮食都来之不易。你看，爸

爸妈妈和哥哥吃得多干净

呀！”妹妹听了以后不好意思

地低下了头。从那以后，妹

妹吃饭时专心了不少，碗里

再也没有剩下过饭粒，桌子

上、地上也是干干净净。她

还当起了小小监督员，每当

看到我们没把碗里的饭吃干

净时，她还会语重心长地对

我们说：“如果袁隆平爷爷还

在一定会批评你们的，你们

要爱惜粮食哦！”看着她一副

煞有介事的模样，我们可不

敢再浪费了。

虽然这是一件平常小事，

但作为父母，在生活中，要让

孩子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让孩子懂得所吃、所

穿、所用都来之不易，浪费是

不珍惜劳动成果、不尊重劳动

的表现。

而这一件件小事积累起

来，也就形成了我们家独有的

家风。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

离不开家长的引导和付出，

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伴随

着家长的智慧。在孩子成长

的路上，家长也要不断学

习，不断创新，寻找适合孩

子的教育方法，建立和传承

良好的家庭文化。

给孩子
一个拥抱

■ 毛学英

随手一撂惹的祸随手一撂惹的祸 ■ 孙功道

编者按

家风，是父母及组辈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行为规范、道德品行，是一个家庭长期培育形成的一种文
化氛围。孩子的成长，其价值观的形成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家风影响，因此，建立良好的家规、家风也是家
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传承优秀家风，让孩子从平凡的小事做起，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积淀好习惯、好品德，是家长为孩
子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风家风，，藏在生活的细节中藏在生活的细节中
■ 汪红梅

从孩子呱呱坠地起，教育孩子的重任就担在了每一位父母的肩上。身为父母的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快乐

学习、幸福生活。而这需要父母以身作则，成为孩子为人处事的榜样，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教育引导孩子。

转眼间哥哥已经8岁，妹妹也已经5岁了，这些年，我见证了孩子们每一步的细微成长，而孩子们也时不时给予我温

暖和惊喜。从初为人母的惊慌失措到如今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也在逐渐成熟，不断学

习，做更好的自己。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

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长此以往，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

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便言传

身教地引导他们要做诚实守信的人。

我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妈妈为什

么总是把讲诚信放在第一位吗？因为

一个人要在社会立足，待人接物都要

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但是要得到

别人的信任和尊重，前提条件是你自

己一定要讲诚信。如果你不诚实，很

难在社会立足。”讲得多了，孩子们从

小就知道了诚实守信的重要性。

有一天，哥哥放学回家做完作业，

手里拿着一支多种颜色的圆珠笔兴致

勃勃地把玩着，我凑过去准备一探究

竟，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笔藏在了

身后。我觉得有点蹊跷，便询问：“你手

里拿的是什么呀？”他支支吾吾半天没

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心里泛起了嘀

咕，难不成是他拿了别人的东西？

我强压着好奇，耐心地询问：“妈妈

想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怎么来

的？”他看着我，头埋得低低的，小脸涨

得通红，就是不说话。我耐着性子，温

柔地把他牵到我面前，蹲下身子，轻声

说：“妈妈是在了解情况，不会骂你，更

不会打你。”他迟疑了一下，将手里的笔

递给我，吞吞吐吐地说：“是同学送我

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再三确认：“真是

同学送的？我马上打电话问问。”从他

闪烁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撒谎了。

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拉住我

连忙说：“妈妈，对不起，我骗了您，这

是我在教室里捡的，我很喜欢，所以就

没有交给老师。”我替他擦干了眼泪，

握着他的双手，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不是你的东西，再喜欢也不能据为己

有，捡到了东西就要归还失主或者交

给老师寻找失主。如果你真的很喜

欢，可以告诉妈妈，妈妈可以买一支一

样的作为礼物或者奖励送给你。”他郑

重地点了点头，欣然接受了我的建

议。第二天，他主动将笔上交给了老

师，我也遵守承诺，买了一支一模一样

的笔送给他，作为他知错就改的奖励。

孩子难免会犯错，但重要的是犯

错后的态度，要让孩子勇敢地去面对

错误，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而不是想

办法逃避，为自己找理由。成才重要，

成人更重要，要让孩子有良好的行为

和品德，家长必须以身作则，做诚实守

信的人，还可以时常给孩子讲故事、举

例子，激励孩子做个有担当的人。

诚实守信，让孩子勇敢地面对错误 好习惯、好品德，在生活点滴中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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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规需要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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