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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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学习积极向上，陈科还热

衷于参与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与竞

赛。无论是羽毛球、乒乓球，还是经

典朗诵、话剧表演，他都乐在其中，

积极展现自己的热情与才华。

2023年暑假期间，英语老师李

静特别叮嘱陈科，让他为即将到来

的“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比赛做

好准备。起初，陈科计划讲述端午

节的习俗和屈原的故事。妈妈提

醒他，这个题材太热门了，可能许

多同学都会选择。于是，陈科跳出

中国传统故事的范畴，将目光转移

到当前的社会热点事件上。最终，

他决定讲述“河北涿州遭遇洪水，

众人齐心合力救灾”的事件。

开学后，陈科顺利通过了学校

的选拔赛，代表学校参加了区级比

赛。比赛现场，陈科的表现令人印

象深刻，流利的口语和生动的讲述

使他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最终

荣获青白江区特等奖。一周后，他

又代表青白江区参加了成都市的

比赛，并荣获一等奖。

在初三下学期的校运动会上，

面对男子1000米长跑项目，其他同

学普遍存在畏难情绪，陈科却毫不

犹豫地报名参赛。虽然这是他首

次参加长跑比赛，但他信心满满地

表示：“我觉得自己可以完成。”

比赛当天，陈科在跑道上一圈

又一圈地坚持着。他的速度并不

快，随着比赛的进行，一些选手逐

渐超过了他，尽管如此，他依然坚

持不懈，最终完成了比赛。虽然只

得了倒数第三，但在老师和同学们

的心中，他早已超越了名次的限

制，用勇气和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

重和赞赏。

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

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成都教

育年度盛典“年度教育面孔”获得

者……对于陈科来说，成长路上的

风雨从未消减，但他用自己的努力

赢得了一个个荣誉和奖章。

“虽然我少了一只手臂，身体

不比大家完整，但是，一路走来，父

母的坚强、朋友的陪伴、老师的鼓

励都给了我最完整的爱。”在 2024

年成都市中小学生成长讲座上，陈

科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成长故

事。他的眼中流露出对未来的坚

定，他说：“去拥抱人生的风雨，踏

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我想，

终会迎来苦尽甘来的未来。”

“拥抱风雨，终会迎来苦尽甘来的未来”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平时在学

校，除了常规的期中和期末考试之外，

老师还会不定期进行小测试。女儿跟

一个名字叫彤彤的女孩同桌，每次考

试后，彤彤的妈妈必定会给我留言：

“帮我问问你家闺女，这次彤彤考了多

少分？”

这样的询问让我有点纳闷：她为

什么不直接问自己的孩子呢？每次有

这样的小测试，女儿都会在放学路上

主动告诉我考了多少分。如果考得不

错，我们会顺路去超市挑些她喜欢的

小零食，为这次好成绩“锦上添花”；如

果考得不理想，她会详细地告诉我哪

些题目做错了，并总结经验。

我习惯了女儿跟我坦诚交流考试

成绩的方式，再反思彤彤妈的留言，不

由得出一个结论：她或许问过彤彤分

数了，但她不相信孩子说的是真话，所

以要找别的同学再验证一次。

我分析这位妈妈不相信女儿的原

因，无外乎两种答案：一是当孩子考试

成绩不如意时，也曾对妈妈如实相告，

换来的可能是劈头盖脸的责骂；二是

孩子为了避免被妈妈批评，曾经虚报

分数，被发现之后引发了“升级”版的

家庭风波。孩子出于恐惧更频繁地撒

谎，久而久之，她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

缺乏信任的亲子关系。

想到这里，我不由轻轻叹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问女儿：“宝贝，你是不是

从来没有对我隐瞒过考试成绩 ？”女

儿飞快地点头：“当然没有啦！”我又

问：“那我每次听你说考试成绩时，是

不是从来不会问‘真的，还是假的’？”

她“咯咯”地笑了：“那当然啦，妈妈最

相信我了！”我也笑了。

其实，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也曾

多次出现过小波折。她学习成绩一直

在班级排名比较靠前，但有一次考试，

她因为粗心大意，做错了几道数学题，

考试成绩很不理想。老师公布了分数

之后，她沮丧地向我解释：“都怪我，考

试前，我把所有的笔都换上了新笔芯，

这种可擦笔的墨迹干得太慢了，我交

卷子时墨迹还没有干透，有几道题的

答案都被抹掉了。……”当时，我对女

儿的说辞没有丝毫怀疑，只是安慰她

下次要多加注意。

几天后，我和朋友闲聊时无意中提

到女儿因笔芯问题导致考试失分。当

时，女儿恰好就在旁边，她的脸色顿时

有些不对劲，这令我心生疑虑：“难道她

说了假话？”我没有当场追问。隔天，我

在和爱人聊天时，又说起女儿的考试，

我故意叹息了一句：“以后一定要买质

量好的笔芯，免得考试时再误事。”这

时，女儿走到我面前，低着头小声说：

“妈妈，其实我那天没说实话，我就是因

为粗心做错了题。……”我不由悄悄松

了一口气，并立刻为女儿的坦诚点赞：

“孩子，这件事你的确做得不对，但敢于

承认错误又说明你有勇气、有担当。以

后考多少分如实告诉我就行。”

从此，女儿再也没有为考试的事

情说过假话，我也继续保持对她的信

任。 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说：“信任是

亲子关系的基石，它不仅能够促进孩

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连接，也会影响

孩子的自我认知、情感发展和社交能

力。”也就是说，作为父母，我们要尽可

能地给予孩子健康、积极的成长环境，

当孩子犯错或说谎时，我们也应该以

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引导他们

勇于承认错误，并鼓励他们继续前

行。这样，我们才能和孩子共同建立

起一种基于信任、理解和支持的亲子

关系，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后盾。

“妈妈，我们班有

个同学带零食被老师

批评了。你猜是谁？”

“哎呀，怎么又跟我聊

上了，赶紧写作业。”

每次女儿写作业时，总

会跟我聊学校发生的

事，让我又气又恼。

女儿正在上小学，

近期，她总是一边写作

业，一边跟我聊天，不

但使学习效率下降，还

时常写错生字、算错数

学题等。我严肃地盯

着她，厉声说：“老师允

许学生一边上课、一边

聊天吗？写作业的时

候不要再说话了。”“不

就是说句话吗？”女儿

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我很生气，却不知该如

何是好。

幸运的是，在一次

家庭教育讲座中，我学

习到与孩子沟通要有

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并

意识到每次打断女儿

的话，严厉地批评她，

会伤害孩子的心灵，这

样做不但不能帮助她

改掉坏习惯，还会使她

产生逆反心理。

因此，我决定改变

沟通方式，学着做个有

耐心的妈妈，尽量避免

发脾气，同时，抓住机

会，因势利导。

“妈妈，因为今天下雨，我

们没有上体育课，真无趣！”一

天 晚 上 ， 女 儿 正 读 着 英 文 单

词，突然停下来对我说。“哦，

那真是可惜。”我接过女儿的

话，同时，迅速打开手机查阅

明天的天气预报，安慰她：“明

天是个大晴天，你们肯定能上

体育课。”

女儿拍了拍小手，开心地

说：“太好了！”我抚摸着女儿的

头说：“如果早点写完作业，就能

早点睡觉，这样明天可以精神饱

满地上体育课。”女儿点了点头，

开始大声朗读英文单词。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女儿

一边做数学题，一边跟我聊天：

“妈妈，我们今天换座位了。我

又挨着菡菡了，对了，我的前桌

也换了，是阿墨。我们几个可是

好朋友。”她说这些话时，我看到

她正在写的一道分数加法题得

数没有进行简算，还有一道脱式

计算题忘了加括号。为了让女

儿给自己的错误‘买单’，我假装

什么也不知道。

结果，第二天女儿的作业本

上多了两道红叉。放学后，她一

脸不悦地说：“老师说我不仔

细。”我边安慰，边教育：“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啊？”“因为写作业的

时候聊天，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那下次做作业的时候，该怎么

做呢？”“不聊天了，认认真真地

写完作业再聊。”

就这样，在我的不断引导

下，女儿逐渐改掉了边写作业边

聊天的毛病，和我的关系也越来

越好了。

在亲子沟通的道路上，我们

既是引导者，也是学习者。通过

不断的实践和反思，我深刻体会

到，耐心和智慧是打开孩子心扉

的钥匙，不仅帮我们建立起与孩

子之间的情感纽带，更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愿我们都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

的良师益友。

““我的孩子考了多少分我的孩子考了多少分？”？” ■ 张军霞

做
﹃
不
急
躁
﹄
的
智
慧
妈
妈

■

柴
沛
沛

不惧风雨不惧风雨 展翅飞展翅飞翔翔
——“独臂少年”陈科的成长之路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成长是一场漫长的征途，阳光明媚或风雨俱来，都是生活的常态。当你身处逆境，会做些什么呢？“世界以痛吻
我，而我回报以歌。”6岁经历第一次恶性肿瘤手术，8岁左手臂及左肩胛骨一并切除，术后糖尿病、白内障……15岁
的独臂少年陈科用他的阳光和勇敢诠释了这个答案。

6月13日上午，成都市青白

江区川化中学考场内。翻开语

文考卷，陈科第一时间看了看作

文题目：赢，只是歌手的一段

路。迎，才是音乐的目的地。围

绕赢与迎，两个字可选其一，可

都选，题目自拟进行写作。

对于“赢”和“迎”，陈科

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写的是

《迎接风雨，赢得成功》，根据

我自身的经历创作了这篇作

文。”上午的考试结束后，走出

考场的陈科因为独臂引起了大

家的注意。面对询问，他聊起

了自己的写作心得，言语中都

是开朗和自信。

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禁好奇，

这位年仅15岁的少年缘何如此

云淡风轻呢？

时光回到 9 年前。那时的

陈科跟同龄人一样，每天蹦蹦跳

跳，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突然

有一天，他和爸爸打闹时，爸爸

无意中拍到了他的左肩，陈科突

然觉得一阵刺痛，之后，这种疼

痛越来越明显。

随后，爸爸妈妈把陈科带到

医院做检查。不幸的是，陈科被

检查出患了恶性肿瘤——滑膜

肉瘤。这个噩耗让陈科妈妈觉

得“天都塌了”。但是，面对懵懂

的儿子，她只能强忍泪水，故作

轻松地跟陈科说：“不要怕，你的

肩膀上长了个‘怪物’，我们一起

把这个‘怪物’打跑。”

从此，6 岁的陈科开始学

校、医院两边跑，也由此开启了

他9年的“打怪升级”之路。

第一次手术，陈科只是切除

了肿瘤，在医院住了大概一个

月。出院时，医生叮嘱陈科父

母，要做好病情复发的心理准

备。手术一年多以后，陈科的肿

瘤复发。这一次，医生直接给出

了截肢的治疗方案。

“失去一条手臂跟失去生

命，当然是先保命。”进手术室

前，陈科妈妈拉着儿子的手说：

“儿子，不怕，把‘怪物’彻底赶

走，你的病就好了！”截肢是大手

术，陈科早已忘记手术进行了多

久，只记得醒来后，妈妈俯下身

来，抱着他说：“儿子，‘怪物’切

掉了，你是好样的！接下来，就

要勇敢地长大！”

住院期间，陈科妈妈给陈科

讲史铁生、海伦·凯勒、贝多芬等

人的故事，用他们的故事鼓励陈

科。在他们的故事里，陈科也读

懂了妈妈的苦心：不管遭遇再多

苦难，都要乐观坚强，用微笑面

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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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的父母很少在儿子面前掉

眼泪，更没在他面前说过丧气的

话。他们把爱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儿子提

供好的生活条件，陪他说笑、打闹，

给病痛中的陈科带来很多快乐。

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陈科的

身体恢复得很快，半年后就返校

了。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学校考

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安排他从幼儿

园就相识的好朋友、同班同学毛鑫

宇照顾他，陈科却拒绝了。“我觉得

用不着，穿衣、吃饭、上厕所，我自

己能行，像搬重物这些做不到的事

情，我会请同学或者老师帮忙。”陈

科说。

这一切归功于陈科妈妈。“既

然他的身体已经这样了，那更要培

养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后长大

了，才能自己照顾好自己。”陈科妈

妈知道，要想让儿子不自卑，首先

要把他当作健全的孩子来对待。

生活上，她不厌其烦地教儿子

用一只手洗漱、穿衣、吃饭，甚至干简

单的家务活；学习上，她随时“请教”

陈科这个“小老师”，让儿子在一次次

讲解中找到学习的成就感。一到周

末，她和丈夫就带着儿子锻炼身体，

兵乓球、篮球、跑步，样样不在话下。

在陈科心里，妈妈仿佛随时都

能量满满。但他也深深地明白，这

些年来，最不容易的就是爸爸妈

妈。被爱意包围的陈科有一颗善

良、感恩的心，年幼的他也想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爱。

手术后的第一年，快到母亲节

了，陈科想给妈妈一个惊喜。那

天，他和爷爷奶奶去绿道散步。绿

道的河边景色怡人，突然，陈科发

现河边有很多形状各异的鹅卵石，

其中一块是爱心的形状。陈科心

里乐了，给妈妈的惊喜找到了！他

小心翼翼地捡回那块心形鹅卵石，

清洗、擦拭干净。

母亲节当天，陈科把心形石头

送给妈妈，还悄悄地在她耳边说：

“妈妈，我爱你！”陈科妈妈先是愣

住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哎哟，

我的儿子长大啦！”

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陈科第

一次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没什么

不同，也能通过自己的方式给爸爸

妈妈带来快乐。他在心里高呼：

“是的，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长大

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都

爱你们！”

“已经这样了，更要培养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截肢手术后，陈科的肿瘤没有

再复发。但不幸的是，手术后遗症

让他又患上了糖尿病，并引发了双

目白内障。

从6岁到10岁，大约5年的时

间里，陈科经历了多次手术，以及

各种保守治疗，还要时常去医院检

查，甚至住院。但是，他并没有因

为生病耽误学习，反而通过自学补

完了因为手术落下的课程，成绩在

班级和年级都名列前茅。

进入初中后，陈科感受到了学

业的加重。每天清晨6点半，他准

时起床，完成洗漱和吃早餐后，7点

半到学校。距离早读课还有半小

时，他会利用这段时间打扫教室卫

生，然后拿出前一晚尚未解决的难

题，继续深入思考。

在学校度过充实的一天后，晚

上8点，结束晚自习回到家中，陈科

还会根据当天的学习情况，选择完

成作业或者自己找一些数学难题

进行研究。他总是在9点半之前结

束学习，10点准时上床休息，确保

第二天能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

接新的学习挑战。

日复一日，陈科以坚韧不拔的

意志和不懈的努力，长期将成绩保

持在年级前三。在众多学科中，数

学是他的强项，他常常取得148分

甚至满分150分的优异成绩。他的

英语和语文成绩也总是位列班级

前三。

然而，这些成绩远未达到陈

科的期望。初二下学期，他满怀

信心地对班主任何泽康说：“这次

考试，我一定能成为全年级第

一！”结果证明，陈科并非夸夸其

谈，他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

承诺。

自那以后，陈科每次考试都稳

居年级第一，直至初中毕业。这份

成绩的取得，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

的肯定，也是对他坚定信念和不懈

追求的最好证明。

谈起陈科，何泽康语气里满是

骄傲和自豪，在他的眼里，陈科是个

阳光、开朗的“宝藏”男孩。3年前，

刚接手这个班时，何泽康也曾担心

过这个特殊的孩子。细心的他提前

找陈科的小学班主任了解了情况，

开学后，他并没有着急对陈科进行

“特殊照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何泽康发现，陈科的自理能力

相当强，大部分事情都能自己解

决，而且还经常给其他同学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他毫不吝啬分享

自己所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

助班内同学答疑解惑，是同学们

喜爱的‘小陈老师’。”何泽康

说。各科老师也将陈科当成普通的

学生来要求，该参加的集体活动他

要参加，他犯错了，该批评时也会

及时批评。

“这次考试，我一定能成为全年级第一”

陈科的校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