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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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觉得银杏树的叶子好

漂亮，它的形状像小裙子呀！”

“它就是一片叶子，跟裙子有什

么关系？不好好学习，整天就爱胡

思乱想！”

阳光晴好的下午，我带着女

儿在公园散步，无意中听到旁边

一对母女的对话。女儿小声对我

说：“妈妈，小女孩说得对啊。你

还记得我用银杏树叶‘画’的那

些画吗？”我当然记得，女儿从小

喜欢画画，她曾把从公园里捡来

的银杏叶拿回家，铺在一张干净

的白纸上，在叶子的上方用铅笔

勾 勒 出 一 个 小 女 孩 的 头 和 上 半

身，又在叶子下面粘上细细的叶

梗，秒变出一个穿着裙子跳芭蕾

舞的小女孩形象。

当时，我觉得女儿特别有想象

力，忍不住把画发到了朋友圈里。

女儿开心不已，从此在画画方面就

更加天马行空。有一次，她画了一

棵非常高大的树，树上画满了各种

奇奇怪怪的图形。我十分好奇，就

问女儿：“这是什么树？树上长的又

是什么？”女儿笑着说：“树上长满了

各种各样的星球。”

我很喜欢女儿画出来的这个故

事，忍不住提笔把它写了下来，整理

好发到一家报纸的邮箱里。编辑老

师收到之后，还专门让我把女儿的

这张画拍下来，把故事配上照片一

起刊登了出来。我记得拿到样报那

天，刚好是女儿的生日，她郑重地把

报纸收藏起来，还说这是最好的生

日礼物。

其实，我最开始也不重视女儿

的想象力，是一次偶遇改变了我的

想法。那天傍晚，我绕着人工湖散

步，夕阳在水面上落下波光粼粼的

影子，湖边的树也被映成了橙红

色。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个小女孩

柔声说：“爸爸，我要把太阳吃

掉。”我转过头去，看到水边站着

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小女孩，她侧着

头，张开嘴，夕阳正好像一个小小

的红色糖球，似乎正等着小女孩来

品尝。女孩的爸爸极有耐心，他立

刻开始配合女儿的想象，拿出手机

拍摄视频：“你慢慢往前移动一点

点……好，现在嚼一下，品品太阳

是什么味道……好，转过头去看

看，太阳真的被你吃掉了，天都黑

了！”

小 女 孩 好 奇 地 跑 到 爸 爸 身

边，看他手机里的视频。原来他

在录视频的时候把手指往下滑让

光线变暗，真的拍摄出了太阳被

“吃”掉之后的效果。听到小女孩

开心的欢呼声，我忍不住也凑过

去向这位爸爸请教。小女孩的爸

爸耐心地教我拍摄时要注意的细

节，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好

好记录孩子的想象力吧，这可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呀！”

钱钟书曾说过：“想象是一种心

理功能，它像纯洁而未经琢磨的水

晶，照映出感觉所获得的具体事物

的形象。”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想象

力比知识更重要。”是啊，想象是一

切创造的源泉，保护好孩子的想象

力，也会让他们拥有“决定未来”的

能力。我很庆幸自己知道得不算太

晚，陪着孩子一起想象，也是家长成

长路上的必修课。

“莫笑江湖少年梦，谁不少年

梦江湖。”读到金庸这句豪言壮语，

我不由得想起女儿的“作家梦”。

女儿的“作家梦”源于阅读。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我积极参与，

潜移默化地引导她爱上阅读。自

打女儿牙牙学语起，我就坚持每天

给她读绘本、认图文、听有声儿歌，

还给她买了许多巴掌大的有声点

读书。听得多了，她自然对书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有时，她自己会拿

起点读笔，或听儿歌，或读故事；有

时也会撒娇地躺到我怀里，非让我

读给她听。我们一起徜徉在书中

的童话世界里，享受着幸福的亲子

时光。

女儿 4 岁时上了幼儿园。在

幼儿园里，乖巧懂事的女儿在玩乐

之余，常常会到班级图书角翻看她

喜爱的绘本。园长不止一次地对

我说：“你女儿很优秀，喜欢看书，

是个眼中有光的孩子。”是啊，作

为母亲，谁不希望自己孩子开心

快乐、健康成长？受到了鼓舞，

我更加坚定地培养孩子良好的阅

读习惯，让她于玩中学到知识，

于学中享受读书之乐。就这样，

女儿天天坚持阅读，我每每陪伴

左右，每天睡觉前都是我们专属

的亲子阅读时刻。《365 夜童话故

事》《伊索寓言》《唐诗三百首》

《三字经》等都是我们通读多遍的

床头书籍。我还给她买了许多科

学小故事、《神奇的动物王国》等

绘本，丰富孩子的阅读面。有时

候，我们也会拿书跟其他小朋友

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不仅

爱上阅读，懂得爱惜书籍，也学

会了与小朋友沟通交流、和谐相

处的一些方法。这个时期，女儿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都大幅度提升，每当听到老师表

扬她时，我都会感受到幸福。

女儿读的书比较多，识字量达

到一定程度后，她的阅读兴趣更高

了。还没上小学一年级，她已经能

自读带拼音的书了。虽说读得很

慢，读得也不流畅，但这并不影响

她读书的热情。她哥哥曾嘲笑她：

“咋读那么慢？读得磕磕巴巴的，

你读个书可真费劲！”我瞪了他一

眼，回击道：“你小时候还不如她

呢，我们除了读得慢，读得挺好

的。”女儿受到我的鼓励，更加迫切

地想要读更多的书，她非要读熟

练，向哥哥炫耀一番呢！

进入小学后，她已能熟练朗读

拼音绘本。虽说这一时期她大多

数字还不会写，但她熟悉啊，许多

字一眼就能认出来，碰到不认识

的，她也能看拼音读出来。随着她

读书识字能力的提高，许多千奇百

怪的问题也应运而生。很多时候，

她提的问题我无法给出合理的答

案，就迅速下单了一本《十万个为

什么》，有不懂的问题，我们就请教

这位百科老师。

女儿的想象能力很强，她会天

马行空地编故事。每当亲子共读

结束后，我们熄灯躺在被窝里，她

就开启了自编故事新模式。这种

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能

写出优秀作文打下了良好基础。

小学二年级就要求看图写话

了。学期末，老师发了一份作业，

最后一题让写暑假打算。于是，女

儿的第一篇习作“我的暑假计划”

出炉。我看她写得还不错，便帮她

投稿，没想到真被报刊录用了，还

奖励了两份样报和一本优秀作

文。女儿开心极了，写作热情高

涨，每次有写得不错的作文，都要

求我帮她投稿呢。功夫不负有心

人，之后女儿的《彩色蛋壳》《一个

胆小的朋友》和《多味的秋天》陆续

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女儿悄悄告

诉我：“长大了，我也要当一个作

家，要发表好多好多的文章，最好

印到一本书里，好让大家都能看

到。”

我有点诧异地看着这个小女

孩，有惊喜，也有骄傲。我知道，阅

读已在她心里埋下一粒梦想的种

子，只待厚积薄发，开出最艳的花，

结出最真的果。

“想要孩子充满好奇心、具

备创造力、敢于挑战，那就得培

养孩子‘会玩’的能力。”陈琳认

为，好奇是创新的根本来源，玩

耍则是创新的最佳动力，家长要

创造支持孩子自主玩耍学习的

家庭环境，尽量让孩子玩需要动

手、动脑的游戏，不仅要玩，还要

“玩出水平”。

在从前的教育理念中，“玩”

似乎总是与“学”相对立。玩物

丧志、不务正业，这是家长最担

心的事。如今竟要主动地“放”

孩子去玩，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

道理作为支撑？

“6岁以前，孩子其实并不会

沉迷于看动画片或者玩电子游

戏，这是由他们的身体发育阶段

特征决定的，在直觉行动思维和

具体形象思维主导大脑的阶段，

孩子最喜欢做的是动手、动脑。”

陈琳指出，这是与电子游戏“争

夺”孩子兴趣爱好的好机会，家

长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支持孩子“玩出水平”，可以

为他提供更多益智类、拼装类的

玩具，让孩子可以自主建构、学

会专注；除了新玩具，家里的旧

音响、旧显示器都可以成为孩子

的好玩具，通过拆卸、重组，了解

其内部构造，慢慢地，孩子在机

械、物理等方面的潜力就会被开

发。

用动脑、动手的游戏激发出

孩子的好奇心后，他们小小的脑

袋里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这

时候就该锻炼孩子“找答案”的

能力了。陈琳指出：“学会自己

找答案可以让孩子持续地学习

和成长，家长可以用三个步骤来

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第一，让

孩子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答案；

第二，学习用搜索、查阅、实地考

察等方式去寻找答案；第三，在

观察和比较中形成自己的结论，

并尝试表达或记录。”

“我不懂”“我不会”“我不明

白”类似的话谁都会说，而能否

通过努力将未知、不知变成已

知，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所

在。不会找答案的人只能被动

等待，等不到便只能放弃。而会

找答案的人可以想到各种各样

的方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

题。“主动地探索、学习，才能持

续地成长、进步，具备这种能力

的孩子才更有可能在自己的未

来发光发热。”陈琳说。

女儿的
“作家梦”

■ 王秀兰

““吃吃””太阳太阳 ■ 艾小荷

轻松教轻松教养养
为成长蓄能为成长蓄能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有的孩子小时候成绩平平，初高中时却突然“开窍”，大展拳
脚；有的孩子从小成绩优异，长大工作后却频频受挫。这让家长
不禁疑惑：怎样做才能让孩子成长得越来越好呢？在成都市“武
侯家长学堂”公益讲座中，成都市特级教师、四川省陶研会幼儿园
园长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陈琳给出了她的答案：“一个孩子未来
发展如何，关键要看后劲。家长应在轻松的教育氛围中，培养孩
子的终身学习能力。”

“在教育孩子时，

家长常常会觉得自己

好像什么都教了，但

无论是习惯养成、学

习成绩，还是个人性

格，孩子的发展总是

不尽人意。”作为一名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34

年的教师，陈琳表示，

“教育之难，难在心

态。家长需要放松心

态，以点带面地培养

孩子。用‘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的教育方

式，赋予孩子长期发

展的能量。”

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无限

可能，家长怎样做才能帮助孩子

选择与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呢？从很多家长关心的“学习问

题”谈起，陈琳认为，“面向未来

的核心学习能力”，需要从孩子

小时候就开始培养。

以“幼小衔接”的过渡时期

为例，“上了小学，孩子会不会出

现读写困难？”“孩子能不能明白

老师的要求、能不能遵守校园纪

律？”“上课能不能听懂、作业能

不能完成？”……从孩子踏入校

门的那一刻起，家长的心弦也随

之紧绷起来。陈琳表示，有这些

担忧是很正常的现象，家长应把

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如何帮助孩

子化解困难，适应新生活”上，这

才是当务之急。

立足当下，绝大多数家长

都知道要帮助孩子做好身心、

生活、学习等准备工作，而着

眼未来，则更多体现在教育理

念的更新、家长的自我学习成

长上。“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

代，死记硬背对孩子未来的发

展未必有用，如何创作，如何

运用AI技术为自己服务将会成

为孩子们的必备技能。”陈琳指

出，“孩子现阶段的学习是重要

的奠基工程，同时，家长也要

尽可能地让所学内容服务于孩

子未来的发展。”

此外，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强

健的体魄也是孩子发挥出“后

劲”的必需品。陈琳建议家长构

建和谐、愉快的家庭氛围，并帮

助孩子找到一项他热爱的、可以

长期坚持的运动，能够在疲惫时

得到放松，养成劳逸结合的良好

习惯。

“我家孩子简直就是个话

痨，小嘴叭叭叭地说个不停。”有

家长如此抱怨道。陈琳则表示，

孩子话多其实是件好事。“话密

且快”的背后，代表着孩子有一

颗运转灵活的大脑，能迅速地做

出反应、组织语言并表达出来。

“会说话很重要。”陈琳解

释，“它并不是我们惯常认为的

‘故意讨好’，而是指善于运用

语言这项思维的工具。如果孩

子说的话让人一听就觉得欢

喜，说明他情商很高，不仅有

表达力，还能很好地发挥语言

的社会交往功能。”一个成功的

人一定是一个会表达的人，表

达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是每个

人成长中必需的技能、最基本

的核心素养。

想要培养一个“会说话”的

孩子，要从“对话”开始，家长需

要学习如何与孩子聊天。陈琳

指出：“聊天不仅是为了得到家

长想知道的答案，也可以在这一

过程中引导孩子表达自身的想

法和感受，调动他进行回忆与思

考。”

“复盘”是一种高级认知能

力，经常“复盘”可以帮助我们提

高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完成从记

忆、理解再到运用的全过程。想

让孩子会“复盘”，家长得会“追

问”。比如，“今天你吃了什么

菜？”这个问题，不会追问的家长

只能得到一个菜名作为对话的

结尾，而善于追问的家长能由

表及里建立联系。“这个蔬菜和

刚刚吃的薯片比是不是要健康

很多？”“生活中，哪些食品是

健康食品？”……对话自然而然

地就进行了下去。这便是陈琳

所谓的“朝下聊”，她表示，

“实在找不到话题的家长，不妨

与孩子‘聊情绪’，问他的心

情、内在感受，孩子大多都是

有话可说的。”

在孩子愿意说、会说之后，

如何让他们有更丰富的表达，则

需要书籍来帮忙。阅读除了能

获取知识，还能锻炼孩子对文本

的理解能力、书面表达能力。陈

琳认为，良好的书面表达也是

“会说话”的表现之一，通过文

字、图画将观察到的事物进行转

化，是向内理解、向外传达的统

一过程。

会说，更要会做。陈琳强

调：“‘会做事’的能力在孩子

未来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它是

创造幸福的核心能力。”实践是

行动力的象征，人们需要在具

体的行动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反之，再崇高的理想也只是空

中楼阁。

“‘会做事’的孩子更有

信心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

他们能够经常突破自己的舒适

区、勇于试错，并拥有更强的

耐挫力。”陈琳建议家长在日常

的衣食住行中给予孩子锻炼的

机会，比如孩子可以从参与准

备食物的环节中，了解营养知

识；由自己做主穿衣打扮，锻

炼审美能力；在收拾房间时，

学习分类与归纳。只要教育者

足够用心，生活的细微之处皆

藏着教育的契机。

家长相信孩子有独立做事

的能力，孩子才会相信自己。陈

琳指出，目前许多家庭中存在的

最大问题在于，不敢放手让孩子

自己尝试。在户外，害怕他磕

着、碰着，不能离开视线半步；在

家里，不敢让他使用电器，生怕

出了意外。其实，最大的危险是

经验不足。任何人在学习使用

工具时都会经历一个从陌生到

熟练的过程，家长只需在最初引

导、陪伴孩子，当他逐渐掌握使

用方法后，就需要放手让孩子自

己操作。能自理的孩子长大后

更自立，未来他们才会有足够的

信心和能力去独立完成任务与

工作，不至于总是麻烦别人，依

赖家庭。

同 样 的 ， 善 于 做 事 的 孩

子，即使在尝试时受挫、失

败，也并不会就此气馁，而是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下一

次掉入同样的陷阱。这样增加

的“经验值”是在“完美保护

罩”中学不到的。

“让孩子认识到自己很能

干，身体里有无穷的潜力，他们

才会愿意去做事。”来自成都市

第二十一幼儿园的一位家长在

讲座结束后有感而发，她表示：

“家长不能做孩子一辈子的保护

伞，放手让他们在做事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激发他们

主动学习的热情，增长属于自己

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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