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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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家长会回来后，想着老师表扬的都

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教训起了儿

子：“你能不能用点心呀，让我也自豪一

下。你看看人家小华，日记写得那么好，老

师说已经达到了发表的水平；小刚的知识

面那么广，那么多生僻的内容他都知道；小

轩的文化成绩虽然不是那么优秀，但人家

体育特别好，老师说作为特长生也是很有

前途的……”

我滔滔不绝地说着，儿子低垂着头一

声不吭，半晌，儿子抬起头来委屈地说：“小

华的爸妈上周刚带她去了海边，玩得很高

兴，她的日记就是记录他们游玩的经历；小

刚的妈妈每天晚上都会陪他一起看书，还

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解；小轩从小就喜欢跑

步，他的爸爸也很喜欢，他们还常常比赛

呢！可是，你总是说忙，都没空带我出去

玩，有时甚至好几天都见不到你……”

儿子的声音不大，我却一下子愣住

了。也许儿子的话有狡辩和夸大的成分，

但此刻我却无力反驳。一直以来，我的确

缺少对儿子的陪伴，在儿子的学习、兴趣以

及其他行为习惯上，起到的引导和培养作

用非常有限。

去年植树节刚好是周末，老师布置了

家庭作业，要求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体验

种树。那天早上，我们准备出发时，我突然

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工作上出了点问题，

需要马上处理，于是，我便让儿子和妈妈先

去。后来，一直到他们种好树回家，我才处

理完工作。虽然儿子完成了种树的作业，

但因为我的缺席，老师提出的诸如“爸爸负

责哪个环节”“爸爸的行为让你明白了什么

道理”等问题，儿子都无从解答。

仔细想想，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作为

父亲，我还有很多次缺席。日常生活中，许

多教育和陪伴我都没有尽到责任，听父亲

讲一个故事、和父亲来一次比赛等老师布

置的亲子作业，我也因为忙或者不在意而

忽视了。就连参加家长会，对我来说也是

屈指可数——对孩子各方面的教育和陪

伴，我远远不如“别人家的父母”。

是的，当我们恨铁不成钢地教训孩子，

埋怨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时，是否应

该先问一问自己，是不是也不如“别人家的

父母”？有了这种反省的态度，也许在面对

孩子的教育时，我们能多一些清醒和责任

感，找到更多的方法和可能性。

书香家庭的“三大法宝”

孩子对待书籍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家长。三川玲的家庭曾

连续两年被评选为北京市“书香家

庭”，她与丈夫有许多引导孩子爱上

阅读的经验。

第一个“法宝”，是在家中养成

每天阅读的习惯。“在《电话里的童

话》一书中，四处奔波、赚钱养家的

推销员爸爸会每天给孩子打一通长

途电话，讲5分钟睡前故事，这本书

便是由爸爸每天所讲的故事构成。”

三川玲说，5分钟很短，难的是每天

的坚持。

“睡前阅读可以成为滋养孩子

的一种仪式，从孩子一岁半起，家长

就可以尝试每天抽出 5 分钟、10 分

钟给孩子读故事，让读书成为家庭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三川玲

说。她在女儿10岁前，坚持陪伴女

儿阅读，帮助女儿养成了良好的阅

读习惯。

三川玲一家的阅读之旅也遇到

过“障碍”，那便是孩子、大人都容易

沉迷的电子产品。“对大多数孩子而

言，他们白天的时间被学习占据，回

家之后也有作业要完成，好不容易

完成一天的任务，便想‘玩一会儿游

戏’‘刷一会儿视频’。”三川玲表示，

满足孩子看似合理的请求，却会让

他失去“静下来”的时间。孩子们需

要在忙碌的一天中“停下来”，静心

去阅读与思考，这是不可缺少的、自

主“吸收营养”的过程。

第二个“法宝”应运而生，即“电

子监狱”，用一个纸箱“关押”令孩子

沉迷的电子设备。家长也没有特

权，和孩子同步，在约定好的时间内

不碰手机。三川玲建议家长，尝试

每天拿出 20 分钟，把手机交给“电

子监狱”，把时间还给阅读。

“学而不思则罔。”三川玲给出

的第三个“法宝”，是通过“家庭阅读

沙龙”做发言与分享，孩子和家长是

平等的读者、探讨者，所有的观点都

围绕对书籍本身的看法展开。三川

玲表示，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

“我是否喜欢这本书？”“这本书有什

么价值？”“我该如何应用学到的东

西？”并进行分享。每个人轮流发

言，一人3分钟，孩子可以对发言内

容进行一定的记录，日积月累，家长

自然会看见孩子改变的发生。

找到自己的阅读驱动力

“儿童一分钟可以读 300 字左

右，每天读 20 分钟，一年可以读

大约 10 本书；儿童一分钟可以说

160字左右，一年可以记录下大约

16万字的读后感。”三川玲以女儿

小丸子的阅读收获为例，分享了找

到阅读驱动力的重要性。“她用 3

年时间积累了约 45 万字的读后

感，写了约 12 万字，专门运营了

属于她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已经有

4万名粉丝了。”

三川玲说：“孩子们阅读童

书，并不是为了当童书作家，而是

为成为各行各业‘了不起’的大人

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可

以做的是帮助孩子筛选，选择那些

孩子能够从中汲取营养的书、有兴

趣去一探究竟的书、能为实现梦想

做准备的书。

作为妈妈，三川玲在让孩子阅

读前，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

为什么阅读？我为什么让孩子每天

阅读？”她希望更多家长能去寻找属

于自己家庭的答案。“比尔·盖茨曾

说，阅读让我们随时与世界上伟大

的大脑对话。一开始，我也以这个

为目的而阅读。后来，我得出了我

的答案——阅读是为了自己的终生

学习服务。”三川玲建议，无论孩子

还是大人，在做每一件事前，都应反

复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阅读能使人更加聪慧，通过学

习刺激神经元的生长，使孩子成为

思考型的人；阅读好的作品，有机会

看到更多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经历

磨难、实现成长的故事，帮助孩子发

展心理韧性，成为性格坚毅的人；除

了与书中之人对话，阅读也能够在

现实中帮助我们发展人际关系，在

文字的触动下，与他人产生心灵的

共鸣，通过建立伟大的目标，和志同

道合的人相连接。……”三川玲希

望家长能和孩子一起，在仔细思考

后，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最强驱动

力，坚定地踏上阅读的旅程。

让阅读成为学习的得力工具

凡事开头难，阅读也是如此，找

到方法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循序渐

进，坚持下去。三川玲表示，家长指

导孩子阅读的第一步是先了解孩

子，观察和检验孩子是否能进行无

障碍阅读。

“如果孩子智商正常，在幼儿园

时聪明伶俐，但是进入小学后却在

学习上有困难，那么，他很可能是无

法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在读写上

有障碍。”三川玲建议家长在学前阶

段就仔细了解孩子的特点和学习能

力，通过大声阅读、音义匹配、多看

绘本和漫画、多读有节奏感的诗歌

和童谣等方式有效地帮助孩子，更

好地引导孩子。

而对于没有阅读障碍的大多数

孩子，小学三年级左右也需要经历

一个“大流量阅读”时期，即“读书如

流水”的阶段，孩子读得多且快，会

一口气读完某本书、短时间内读完

一套书。有的家长会质疑这样的囫

囵吞枣是否有益，但10岁前正是训

练孩子阅读速度的最佳时期，此时

重在“量”而不在“质”，读系列故事

书、看平装书，反而能更好地激活孩

子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建立快乐

的阅读体验。

当孩子具备了基础的阅读能力

后，家长便要把重心放在通过阅读

发展孩子的学习能力上。三川玲以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中认知

与学习发展的 6 个阶段为参考，指

导家长认识不同层次的阅读效果。

她指出，让孩子从头到尾读完一本

书、把书反复看很多遍、花很长的时

间去读书或者做许多的阅读理解

题，都不能算卓有成效的阅读，只有

当孩子会思考、能表达，做到输出式

阅读、专家式阅读，他们才能真正把

阅读变作学习的得力工具。

“孩子不是U盘，如果只是把知

识复制到脑子里，他的学习就仅停留

在‘记忆’的阶段。阅读的意义在于

深入下去，尝试理解、运用看到的知

识，通过分析做出判断和评价,最终

激发孩子的创造性，使他们能将知识

转化为创新的问题解决方案。”三川

玲表示，家长需要做的是给孩子更

好的氛围与引导，用更科学的方式

让阅读在孩子生命中焕发力量。

蹒跚学步的小宝贝逐日长高，

似小树苗般茁壮。他的成长时光伴

随着翻飞的书籍，满是对阅读的执

拗与热爱。

每天晚饭后的家庭时光，孩子

一边洗脚，一边不忘把握机会，小手

紧紧抓着彩色漫画，有时是关于海

洋的、有时是关于动物世界的、有时

是关于这个星球的，仿佛那画面能

将他带往奇幻的远方。我时常需要

提醒他：“宝贝，设定的时间到了，快

准备睡觉了。”而他总是机智地回

应：“妈妈，再给我 5 分钟，就 5 分

钟。”这5分钟往往是一场漫长的讨

价还价，直到我假装生气，他才依依

不舍地合上书本，嘴角还挂着对故

事的牵挂。

临睡前，床头灯下，他总是挑选

一本最爱的书，在梦乡的边缘，坚持

阅读，直到眼皮沉重，慢慢响起轻匀

的鼾声。我悄悄抽走他手中的书，

替他盖好被子，他下意识地抓住我

的手，仿佛在梦中仍不想放开那些

神奇的故事。

即便是在白天玩耍之后，连上

厕所的片刻，他也不忘带着书。我

常担心他会沉迷其中忘了时间，但

他总能在“再看几分钟”的请求

后，准确掌握时间，让我哭笑不

得。

他看过的书名可以列出一长

串，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他的知

识，也让他初识世界的多彩。在他

的阅读列表中，有一套让他难以忘

怀的书籍，那就是“不一样的卡梅

拉系列绘本”。这套绘本让他沉浸

在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中，跟随

主人公一起探险。他从卡梅拉身上

学到了勇敢、智慧和坚持。《问答

歌》 也是他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读

物。这本书教他以歌声与智慧对

话，让他领略到了语言的魅力。阅

读 《弈小星的棋妙成长》 的过程

中，他被围棋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立志要在小学时成为一个达到段位

的小棋手。这本书不仅教会了他围

棋的技巧，更启迪了他不断追求进

步、勇攀高峰的精神。……他用纯

真的目光凝视字句，试图理解成人

眼中复杂的世界。每当夜深人静，

看着他沉睡中可爱的面容，我常

想，这些书籍、这份热爱，将会如

何塑造他的心灵，又会把他引向何

方？

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它们正在

为他打开一扇扇门窗，让他看到世

界的广阔与深邃。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角色不仅是他母亲，更是他阅

读旅程的同伴，默默地在一旁给予

他支持与鼓励。

家有萌娃爱阅读，这不仅是

他成长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全

家的骄傲与喜悦。在这个被屏幕

占据的时代，他能够用纯真的热

情去拥抱书籍，多么令人欣慰与

感动。

在不久的将来，他可能会迈向

更宽广的天地，面对更多的挑战与

机会。然而，我深信，他的阅读习

惯将如同一盏恒久的光源，为他照

亮前行的道路，赋予他探索未知的

勇气。而我，将始终与他并肩同行，

见证他的成长与蝶变，分享他每一

次的喜悦与收获，直至他成为更加

出色的自己。

从上幼儿园开始，孙女就喜欢听我讲

故事。每晚睡觉前，她就嚷嚷：“爷爷，讲故

事！”孙女好动，又喜欢提问，天天给她讲故

事还真难为我。别小看给幼儿讲故事，那

可不好讲，从内容到语言表达都有很高的

要求，但不管怎样也要满足她的好奇心。

孙女入园时，我从《三字经》里的育儿故事

讲起：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五子登科……

讲着讲着，我感到吃力了，她也听厌了，就

说：“怎么都是古代人的故事呀，难道你没

有妖精、鬼怪的故事可讲？《西游记》里妖精

多，孙悟空专打妖精，还有猪八戒，难道你

不知道？”这一说，把我镇住了，看来又得换

主题了，我只好开始讲孙悟空降妖的故事。

每晚讲 2 个小故事她就能入睡，但我

确实感到压力不小，除了内容，幼儿的语言

也要选择，好在我的普通话还过得去。每

讲一个故事下来，还是显得费神费力，但见

孙女每每沉浸于故事中安然入睡，我心里

还是感到无比欣慰！

一段时间以后，我渐渐感到有些黔驴

技穷了。可孙女听故事的欲望更强烈了，

怎么办？得想个法子改变一下。怎样既可

以缓解我的压力，又可以让我“充充电”，还

能保护孙女听故事的积极性呢？

我试着让她也讲故事，她说：“我哪有

故事呀？”我说：“你在幼儿园里每天和老

师、同学一起玩耍，一定听老师讲过很多故

事，小朋友也讲过很多故事，不是吗？你讲

给我听听！”这一下，她高兴地拍着小手，瞪

大眼睛惊奇地说道：“是呀，我也有故事啰，

爷爷，现在我就讲给你听！”我连忙应声道：

“好，好！爷爷听着呢！”她手舞足蹈地开始

讲述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故事

后，我立即对孙女竖起大拇指：“比爷爷

讲得好，有趣！”孙女高兴极了，接着又

开始讲下一个，讲着讲着她渐渐地进入了

梦乡。……

后来，随着孙女渐渐长大，我又逐渐引

导孙女和我一起看图讲故事。通过讲故事

的互动，既锻炼了孙女的思维能力和口头

表达能力，又增进了亲情，现在，孙女和我

关系亲近，性格也越来越活泼，说话比我还

流利呢！

大宝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就是

“起床困难户”。每天早上，他就像

一块口香糖粘在床上不起来，真是

名副其实的小“懒虫”。

这不，早上的起床“拉锯战”又

开始了。7 点 10 分，外婆进房间叫

大宝起床，他睡意正浓，打雷都无法

叫醒，外婆疼爱外孙，无功而返，说

让孩子再睡一会吧！

过了 10 分钟，我进屋拉开窗

帘，到床边叫他：“大宝贝，起床啦，

要迟到了，等下没早餐吃了！”他睡

眼惺忪地回应：“没关系，我不吃早

餐了，再睡5分钟。”说完，他翻身转

到床尾接着睡。实在没办法，我直

接上手把他拉到床边，眼看就要掉

地上了，他才下床，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往客厅走。没想到，我一个不

注意，他半路拐弯，又跑到外婆房间

继续睡……

这时候，老公受不了了，冲进房

间，一把抱起他，放到客厅沙发上，

然后冷着脸教训他：“每天起床都磨

磨蹭蹭，哪有小孩像你这样。你今

天不要刷牙了，鸡蛋也不要吃了，马

上穿好衣服、鞋去上学。”

大宝被爸爸的“黑脸”吓得眼里

含泪，瘪着嘴巴，不敢多说一句，利落

地跟着我出门。路上，他想哭又不敢

哭，时不时瞥我一眼，想我安慰他。

于是，我和他说：“不让你刷牙、吃鸡

蛋，不是惩罚你，而是因为你不肯起

床，现在时间已经很迟了，妈妈等下

要上班，没办法，你赖床，就要承担后

果。以后，早上叫你就要起来，不要

赖床了。”我一说，他眼泪马上就掉下

来了，但只能瘪嘴，点头说好。

虽然大宝点头说好，但我知道

明天他肯定还是那个小“懒虫”！因

为今天的场景已经多次上演了。我

琢磨着帮大宝摘掉“懒虫”的帽子才

行。我和同事请教这个问题，她说

买个闹钟试一试吧！这么简单？我

赶紧和大宝说，买一个闹钟，早上闹

钟响了就起床，行不行？他一听买

闹钟，开心地说“好”。这家伙，只要

是买东西给他，都说“好”，更不要说

“闹钟”对于他而言是新鲜事物。果

然，买好闹钟的第二天，闹钟响了，

他依然无动于衷，呼呼大睡，还是经

过一番“拉锯战”，才把他从床上撬

起来。

我和老公讨论了一番，认为要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让他早

睡。之前一直无法早睡的原因，一

是在幼儿园午睡，晚上不容易睡着；

二是每天睡前都要听我讲故事，而

我经常很晚才下班。

我们“对症下药”，制定“早睡早

起三步走”战略。首先，晚饭后让老

公带他跑步、拍球消耗精力。其次，

让大宝适应睡前听爸爸讲故事。老

公讲故事纯粹是照本宣科，不管孩

子是否理解，就照着绘本一字不落

读一遍，不和孩子互动。更糟糕的

是，他习惯读完后还要问大宝绘本

内容。因此，大宝不喜欢和他一起

看书。现在，我让老公克制自己提

问的冲动，多让大宝提问，回应大宝

的“速问速答”。老公改变方式以

后，慢慢地，大宝也喜欢上睡前听爸

爸讲故事了。第三步，动员全家早

睡早起。每天晚上，过了10点就关

掉客厅的灯，大宝、小宝上床睡觉，

外婆也不看电视，全家保持作息一

致。

“战略”执行第一天，闹钟响了，

大宝仍旧睡得很香，但是我去叫了

两次，他就起来了，没有再赖在床

上。老公大力表扬他：“儿子今天很

棒啊，没有赖床！”听到表扬，大宝腼

腆地笑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两周以

后，他的生物钟逐渐调整过来了，早

上闹钟一响，就立刻自己起床，跑去

刷牙、洗脸。就这样，大宝从起床

“困难户”变成了早起的“小鸟儿”！

这一过程着实不容易，顺带全家都

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还真是

不错的收获。

别人家的父母
■ 乔凯凯

我和孙女讲故事
■ 杨宏

我家的起床“拉锯战” ■ 梁毅兰

家有萌娃爱阅读 ■ 朱兴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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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帮助我们丰富知识、拓宽认知的重要工具。书中有智慧、有伙伴、有力
量，如何让孩子以书为友、爱上阅读？6月15日，在成都市锦江区图书馆，儿童教
育作家、中国教育协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三川玲从自己“读写教育工作
者”和“家长”的双重身份出发，向在场家长、孩子讲述了她的家庭阅读故事，分享
了开展亲子阅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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