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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认为哲学理论晦涩难

懂，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处处皆哲

学，我的瑗瑗就是一位对世界充满好

奇、富有哲学思维的“小精灵”，完全称

得上“小小生活哲学家”！

瑗爸的工作性质不是每天按时上

下班、周末双休，而是不定期地要出

差。瑗瑗从幼儿园开始，每次放学，我

接到她，她都会问一个问题：“妈妈，爸

爸在家吗？”我每次都不会直接回答她

“在”或者“不在”，而是根据当天的实

际情况变换着方式回答。如果爸爸当

天就在本地工作，我不确定他晚上能

否回家，面对瑗瑗的问题，我会摇头

说：“我也不知道。”瑗瑗提议：“妈妈，

我俩来猜一猜爸爸今晚会不会回来。”

“好啊！你先猜！”我立马回应。“不，妈

妈先猜！”瑗瑗狡黠一笑。“那我猜爸爸

回来了。”我很干脆地说。“那我就猜没

回来吧，反正只有两个答案，我们不能

猜一样的。”瑗瑗显出毫不在乎的样

子。“你不想爸爸吗？”我怀疑地问。“我

想爸爸啊，我也想爸爸给我带礼物

啊！”瑗瑗大声地表达着她内心的情

感。过了一会，瑗瑗叹了口气，若有所

思地说：“如果我猜他回来，可回家一

看，爸爸没回来，我多失望啊！”她耷拉

着脑袋，双手无奈地一摊。停了一会，

她又继续说，“如果我猜他没回来，我

就没有期待了，可回家一看，爸爸回来

了，还有礼物，那我就太惊喜啦！”她得

意地朝我眨了眨眼：“妈妈，你说是不

是？”“哇，真了不起，我们瑗瑗都成小

哲学家啦！”我给她竖起大拇指。小小

年纪的瑗瑗已经会运用哲学思维来分

析问题，调整自己的心态。

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在厨房精心

准备着早餐，突然，瑗瑗在餐厅里大

喊：“妈妈，快来看啊，这筷子怎么变弯

了，又变小了？”我还没来得及出去看

她在鼓捣什么，她已经进来迫不及待

地拉着我，跟她去一探究竟。原来，桌

上有个碗，是昨晚哥哥喝感冒药用过

的，我倒了半碗水泡着，还没来得及

洗，旁边有支筷子。瑗瑗给我演示她

的重大发现：她拿着筷子在碗里搅动，

发现放进水里的筷子一头变弯了，又

变小了。拿出筷子，变正常了；再放进

去，又变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瑗瑗满眼疑问地看着我。我一下就想

到了这是物理课上学过的光的折射原

理。但瑗瑗肯定不懂，于是，我立马给

她竖起大拇指：“瑗瑗，你真善于观

察！观察得真仔细！等爸爸回来，记

得把你的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他。”“好

啊好啊！”瑗瑗兴奋得跳了起来。还是

让她保持好奇，由以后的物理老师来

揭晓答案吧！

一次午后，我们在公园里玩，花10

元钱买了一个冰墩墩气球。玩了不到

半个小时，一不小心，她手指勾住的线

头松了，冰墩墩气球飞走了。越飞越

高，最后完全消失了。瑗瑗有点难过，

但她控制着没哭。我还没来得及安慰

她，只见她仰起头，微闭着双眼，双手

合十放在胸前，静默了一分钟左右。

“你想它吗？”我担心地问。“想，我知道

它是去天上吃棉花糖了。”瑗瑗望着深

蓝的天空中大朵大朵的白云，有些不

舍地说。隔一会，她又望着天空，再看

向我：“妈妈，我刚才已经许下了一个

愿望……”然后一副完全放开的姿态，

跑向了滑梯。

还有一次，瑗瑗带着粉色泡泡机

下楼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瑗瑗也看

上了一个小朋友的话筒玩具。她一本

正经地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喜欢别人

玩腻了的玩具。”“是啊，正好就可以相

互分享玩具了。”我是打心底佩服她的。

平时，瑗瑗惹到我，我提高嗓门吼

她的时候，她突然认真地说：“早上（中

午，下午，晚上）不准生气！来，笑一

个！”我还在气，直接说：“笑不出来！”

“不行，必须笑一个，笑出声。”瑗瑗一

边说，一边示范，还调皮地伸出食指，

趁机戳进我的腋窝。我被她逗得笑

了，气也就消了。

瑗瑗每天自己挑选穿什么衣服，

我会根据天气、所到之处、衣服类型给

她建议，可她总是不愿听我的建议。

有些衣服、鞋子，买来都没怎么穿过就

变小了。好几次，我们都为了穿什么

而闹得不愉快，瑗瑗义正辞严地说：

“妈妈，你喜欢的，我不喜欢。每个人

喜欢的都不一样，要按照自己喜欢的

穿。”想想也是这个理，孩子穿着舒适，

欢喜就好。

…………

世界变化万千，生活多彩斑斓。

我们一起用睿智的双眼，带着哲学家

的思维，去未知的世界体验、探索和发

现吧！

小柠檬是此次植物园“探秘行

动”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她只有两

岁，但在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徒步

“拾秋”的过程中，她不哭不闹，几

乎自己走完了全程。原来，这已经

是妈妈第五次带着小柠檬参与类

似的活动了。

“小柠檬年龄比较小，除了希

望让她通过最简单的接触，获得对

植物形状、气味、颜色的初体验，更

重要的是希望她能在集体行动中

建立秩序感，逐渐养成与不同年龄

段的同伴互相学习的习惯。”在妈

妈的鼓励与陪伴下，小柠檬热情满

满地提着小篮子做任务，认真地去

寻找各种各样的果子和叶子。“看

到她脱掉鞋子，光着脚丫走在草坪

上，开心地在泥土上奔跑，我感觉

她的精力在那一刻得到了充分地

释放，像极了一只无忧无虑的小

鸟。小柠檬的脚丫踩在树叶上，发

出‘沙沙’的响声，她也抬头笑了，

整个林间仿佛都充满了快乐。”小

柠檬妈妈刘敏表示，这种天性的释

放和协作意识的启蒙对孩子而言

非常重要。

叶落而知秋。看似简单的一

句话，却蕴含着深刻的自然规律与

细腻的感知方式，如何让尚年幼的

孩子们也可以做到“识秋”“知

秋”？杨娜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

会。

首先是通过“我看见、我听见、

我摸到、我闻到、我尝到”，调动多

种感官投入到互动活动中，而每个

人都各有一份“任务小卡”，就起到

了“指挥官”的作用。不管是叶沿、

叶形还是叶脉，即便只是按图索

骥，也离不开细致地观察。

其次是多种能力一齐运用。

进行各种新鲜的尝试，需要的是行

动能力；与自然和谐相处，亲近和

热爱自然，并学会适应和调整处于

陌生环境中的心态，考验的是孩子

们的环境适应能力；与不同的小朋

友接触，组建团队、互帮互助，能够

提高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如席慕蓉所说：“如果一个孩

子没接触过自然，没有摸过树的

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就没办法

教他美。”杨娜认为：“自然比想象

中丰富多元，对孩子们而言，更为

重要的是去发现、认识、表达美。

‘拾’的过程包含了对‘美’的理解

与再创，目的是在自然教育的基础

上帮助孩子们习得对美的感知和

仪式感，学会打开感官，进行美的

享受，这对孩子审美观的形成与人

生幸福感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美就在我们身边，藏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小朋友的“为

什么”，杨娜建议家长们多一些耐

心，积极地给予回应。即使不能立

刻作答，也可以和孩子一起查阅资

料、寻找答案，从而保护和认可他

们对未知的探索欲。“我不是让大

家变成功利的父母，对生活中发生

的一切都要带着目的去赋予意义；

也不是让大家非要带着孩子上山

下海、徒步远行、露营野餐来营造

仪式感，而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

机，和孩子一起探索身边的事物，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不是大人给

了孩子童年，是孩子在陪大人回味

童年。”杨娜说。

生活哲学家 ■ 蓝林

寻秋 拾秋 知秋
——一场家长自组织的自然教育实践

“你看，这几片叶子的边沿是不是形状都不一样？”杨娜引导孩子仔细观察着手中的任务小卡。“对！

这片像睫毛，这片的周围仿佛长满了小刺，那片有点像水上跳动的波纹。”在找到相应叶片前，它们的“肖

像”特点已经印在孩子的脑海中。

这是一支由8位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组成的“探秘小队”，在冬天来临前，他们一起来到了成都植物

园，用观察、触摸、创作的方式，抓住秋天的尾巴。此次“探秘行动”的发起人是成都市新都区佳州阳光爱

宝幼儿园的杨娜老师，对于小队中的其他成员而言，她也是家长、邻居和朋友。杨娜秉持自然教育的理念

策划了这一场“踏秋之旅”，她希望孩子们在一次次活动中学会用眼睛和脚步丈量世界，通过与自然环境

的互动收获知识与体验。

“小朋友们要捡的叶子是各种形状

的、五颜六色的，然后装进篮子里，最后它

们会变成一幅秋天的图画。”伴着杨娜的

提醒，“探秘小队”正式启程。

第一站，他们来到了只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的“珍稀植物园”。

走在园内，高大的乔木笼罩下来，分

割了阳光，小径两旁灌木丛生，自由地伸

展枝丫。“不能摘！那片叶子可拔不得！”

落在叶片上的小手慌忙缩了回来，妈妈急

促的语气把正准备“收集叶片”的小忆吓

了一跳。“它的名字是金茶花。”妈妈示意

小忆和伙伴们来看金茶花的“名片”，“金

茶花可是国家8种一级保护植物之一，被

称作‘植物界的大熊猫’‘茶族皇后’，是世

界上稀有的珍贵植物，私自对它进行采挖

是违法行为。”说着，小忆妈妈指了指斜上

方的摄像头，并告诫孩子们，植物也是有

生命的，它们也会疼、会流泪。不仅园内

珍稀植物需要守护，籍籍无名的小花小草

也不可随意践踏，所以大家只能通过捡拾

落叶完成收集。

“老师，你快来看，我捡到了一朵很漂

亮的大花，是被牛奶泡过的粉红色！”一直

在忙着捡树叶的乐宝被这朵“漂亮的大花”

吸引了注意力。“它是我们成都市的市花

哟。”杨娜笑了笑，并让孩子们聚在自己身

边，为他们讲解，“芙蓉花，是一种锦葵科木

槿属植物，原名为木芙蓉。‘晓看红湿处，花

重锦官城’正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写下的

诗句。诗中的花便是芙蓉花，锦官城便是

我们生活的成都。”听罢，孩子们纷纷向捡

到“市花”的乐宝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一路走来，孩子们的小花篮里已经盛

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树叶，有被吹落的

绿叶、鲜花，有还没红透的黄叶，也有逐渐

变成棕色的枯叶，可唯独缺少那个最具

“秋意”的象征物——果实。原来，植物园

的清洁做得格外及时，绝大部分散落在地

上的果实都被清扫干净了。这可难不倒

对植物园了如指掌的杨娜，她带着“探秘

小队”来到了一片被高大乔木包裹着的空

地。果不其然，地面上、台阶间散落着许

多麻栎果。麻栎的果壳上覆盖着一层软

刺，好似一只拇指大小的圆圆刺猬，有的

只有空壳、有的半包着果实、有的严丝合

缝，而孩子们仿佛是拿着放大镜在捡果

子，遇到的每一颗都与上一颗不同，寻起

果来不亦乐乎。

“我们要来组装秋天咯！”孩子们欢乐

地围坐在草坪上，把小篮子里五颜六色的

“秋天信使”通通抖落出来，再学着黄尹老

师的样子，把最心爱的叶子、果实，插

入绘制的篮子里。随着一幅幅“拾秋”

拼贴画的完成，孩子们开心地拥抱了自

己的秋天。

把秋天装进篮子里

“这次活动中，我们几位老师、

家长，在徒步过程中给孩子们科普

植物知识；利用捡到的树叶带着孩

子们玩趣味英语游戏，最后再用一

个小手工实现亲子美育。”杨娜介

绍，“为了大家能玩得开心、学有所

获，我综合了各位家长的特长来安

排每个环节，按照小朋友们的年龄

来设置难度，最后赶在‘立冬’前，来

到离家很近的植物园，抓住秋天的

尾巴。”

“为什么‘金毛狗’会长在泥土

里？”“为什么植物和动物可以共用

一个名字？”回到家的第二天，长满

金色茸毛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金

毛狗”依旧留在小朋友秋秋的脑海

里。因为联想到可爱的大金毛，她

忍不住向妈妈“打探”起有关“金毛

狗”更多的情况，她饶有兴趣的样

子，就像在“八卦”一位自己的好朋

友。

其实，除了“金毛狗”，还有和恐

龙一个时代的桫椤、珙桐，与歌手朴

树同名的百年古树朴（pò）树，让猴

子们空欢喜一场的果子“猴欢喜”，

被称作“洗手果”“肥皂果”的无患子

……在植物园的所见所闻，轻而易

举地牵动起孩子们的联想，通过不

断地追问，知识也由点及面地在孩

子们的脑海中发散开来。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孩子更

好、更快地学到更多的知识，采用了

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但是，我们

有没有想过，知识从哪里来？知识

最终要用在哪里？”杨娜认为，所有

的知识，最初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而最好的学习，就是置身真实的生

活之中，让孩子们自由地去感受，继

而引导他们向更深、更广处思考、想

象，从而把知识转化为自身经验的

一部分。

而大自然则是杨娜心目中最好

的课堂。曾经，客观条件受限，杨

娜就和她的同事、邻居们在小区

里 、 在 各 家 的 阳 台 上 “ 组 团 遛

娃”。“去年中秋，我们相约在阳台

上露营，大家一起喝茶、赏月、吃

月饼、对古诗，尽管足不出户，却

成为了小朋友们记忆最深刻、最美

好的中秋节。”杨娜回忆道，“不

过，我在和小朋友交流、互动中了

解到，他们更喜欢在没有天花板的

户外活动，可以在自然里开怀大

笑、无拘无束地奔跑。”

于是，杨娜便与“遛娃团”的伙

伴们一起，带着孩子们在成都各大

公园露营、去九皇山徒步、去瓦屋山

玩雪、去雾山竹林看萤火虫……他

们每次出行前，都会提前查阅好资

料，准备一些和动植物相关的小任

务，设计一些自然游戏、自然课堂，

让孩子们玩得既开心又充实。

“我想，人天生是喜欢感受自然

的，我们一直生活在大自然中，从未

脱离。”杨娜表示，“自然世界有着繁

杂多样的构造、独特的气息与肌理，

人置身于自然产生的能量中，感受

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大幅提高。与

自然世界多多接触、充分互动，是最

契合孩子天性的学习方式。”

大自然——最好的课堂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收获身边最美的果实

我们的“拾秋”手工拼贴画。

孩子和家长一起在“珍稀植物园”认识植物。 大家一起“组装”秋天。 “寻找单、复叶”任务完成。

遍地的果实我都想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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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秋天装进篮子里 大自然——最好的课堂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