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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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知识活起来，不仅要用眼

睛看，还要动脑筋想、动手去

做。”符卫说，手工制作是每次研

学活动的必备项目，也是孩子们

最喜欢、参与度最高的环节。“要

让孩子们沉浸在研学活动中，需

要为他们创造体验与表达的机

会，用可视化的成果和作品来调

动大家。”

在成都永陵博物馆，孩子们

兴致勃勃地学习了二十四伎乐的

手工琵琶知识，结合老师对琵琶

的乐理知识介绍，再经过团队一

起努力，孩子们做出了非常漂亮

的捏塑琵琶。在成都双流广都博

物馆，孩子们则投入到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体验中，他们观看传

统手工艺展示，并尝试了非遗文

化竹编，亲手制作了蒲扇。“孩子

拿给我看时，我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她自己完成的，做得非常精

美。带队老师也告诉我们，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完全不用

担心。”冯琴说。

“如果只是参观文物、学习知

识，对于小学生而言会比较枯燥，

他们也很难一直保持专注力。”滕

丽说道，“但到了体验环节，学习就

变得更好玩了，孩子们可以将自己

的创造力、想象力融入手工制作

中。”

学习并不止步于在场的感受，

参观与体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家

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深化探究中的

收获，在平时的“博物馆亲子游”中

引导孩子去探索发现。对此，符卫

给出了相关建议。

首先，家长要用综合的视角去

引导孩子成长，要有素质教育的视

野，让孩子真正与眼前的文物产生

连接，因为感兴趣而去学习。其

次，科学的引导需要较为明确的目

标意识，帮孩子确立一个探究的主

题或对象，带着问题出发，在接触

新知的过程中不断追问。最后，用

更富趣味的方法让知识“活”起来，

针对孩子的兴趣点不断深挖，而不

是“到此一游”式地打卡。

符卫强调：“家长要教导孩子

带着感恩之心、恭敬之心参与学

习，这样孩子才会珍视眼前的文化

瑰宝，重视讲解老师所讲授的内

容。在这期研学活动中，就有不少

孩子自发地做笔记、提问题，孩子

沉浸在如此认真学习的状态中，家

长自然可以放心了。”

女儿进入初中以后，面对日益增

多的学科，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不

是迎难而上，而是选择“躺平”。比如，

对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的数学

题，她束手无策，就听之任之。妻子屡

次教育她，她总是以题目难、烧脑筋、

无思路为借口推脱。

我和妻子都意识到单纯的说教效

果不好，必须让她自醒自悟、自寻答

案。恰巧，暑假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良

机。于是，我对女儿说：“今年暑假你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爸爸一定满足

你的愿望，陪你一起完成。”女儿想了

想，说：“我最想学习滑板，我看过别人

的表演，很酷、很炫。”

虽然我不懂滑板，但我知道学滑

板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科学的方法，

还要不怕摔跤、不怕栽跟头。我和妻

子不谋而合，觉得这是一次让女儿受

教育的好机会。

3 天之后，妻子网购的滑板到位。

女儿拿着心爱的滑板异常兴奋，当天

晚上，便拉着我去广场练习，去的路

上，她还在跟我炫耀，说她对自己信心

满满。实践开始了，女儿像模像样地

站上滑板，但轮子并不听使唤、来回滑

动，她害怕极了，死死地抓住我的胳

膊。在我的搀扶下，她小心翼翼地慢

慢滑行，比乌龟爬行的速度还慢。

试了几次之后，女儿决定要独立

上板。谁知刚踏上去，滑板就像脱缰

的野马飞驰而去，女儿来了一个结实

的仰天大摔，幸好有安全防护，否则不

堪设想。这次摔倒之后，她心里有了

疙瘩，每次上板都万分谨慎。一晚上

时间，她独自上板仅成功了两次，而且

时间还很短。

女儿来时的“豪言壮语”被现实击

碎了，她不断地嘟嘴、摇头，时不时地

停下来休息。其实，不是因为累，而是

她对上板产生了畏惧，不愿挑战。

回家的路上，女儿疑惑地问我：

“爸爸，我看别人滑得很简单啊，我为

什么不行呢？”我鼓励她：“你‘首战失

利’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你怕摔倒，

心里有恐惧感；另一个是你的方法不

对，没有掌握滑板的要领，做任何事情

都讲求方法和规律。”她点点头，对我

说，她只是看过别人的表演，对技术和

方法其实一窍不通。

继而，我提醒她：“你有好的老师

吗？”女儿转念一想，说：“我可以跟着

网络视频学，网上肯定有分步骤的教

学。”第二天，女儿对着视频反复研磨，

甚至魔怔到在客厅里都要上板试两

下。

第二天晚上，她一点点揣摩技术要

领，不断练习，慌乱之中摔倒了5次。我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嘴上还是不停

地激励她。最后，她终于掌握了上板技

术，成功的那一刻，她振臂高呼。

几天下来，女儿进步很快，逐渐学

会了快速上板、急速转弯等技巧，终于

算是一个不错的初学者了。可是，新

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学习转板时，难度

陡然增加，她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一

度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我记得朋友的孩子也是滑板爱好

者，就约了时间让她们交流一下。那

个孩子做跳板、转板等动作都如履平

地。女儿被她丝滑、娴熟的技术惊呆

了，羡慕不已，立马主动去请教。朋友

的孩子淡定地说：“我也没有好办法，

多摔几次就成功了！”说完，她指了指

自己腿上的伤痕。顿时，女儿豁然开

朗。

借此机会，我跟女儿来了一次长

谈。女儿从小就喜欢古诗词，特别喜

欢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借机说

道：“水清的源头是活水，学滑板的源

头是方法和耐性，世间之理大抵相通，

只要行动起来，就能找到问题的答

案！”

女儿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她

对我说：“爸爸，通过学习滑板，我懂得

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畏惧、不要退

缩，要主动找寻方法，并且持之以恒。

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

达成功的彼岸。”

自此以后，无论学习滑板，还是学

习知识，每当遇到困难时，女儿都不再

抱怨和退缩，而是冥思苦想，找寻解决

办法。我想，她已经找到了所有问题

的解决之道。

让孩子让孩子
自寻答案自寻答案

■ 刘云利

■ 杉柠

博物馆研博物馆研学学：：
在行走的课堂中品读世界在行走的课堂中品读世界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路过的那条街叫作‘海椒市’
吗？”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西瓜”灵机一动，决定考考妈妈。看
妈妈答不上来，她饶有兴致地介绍道：“以前每到秋天，成都人会
在这里交易辣椒，它是名副其实的‘辣椒市场’，‘海椒市’故而得
名。这是去博物馆研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的，可有意思啦！”

2024年1月到6月，成都市锦江区青少年“行走课堂”博物馆
主题研学活动持续进行。围绕“文化”主题，孩子们共探访6个博
物馆，在以今溯古、以古通今中，体味文化的魅力；在结合实际进
行思辨的过程里，实现知识的活学活用。该活动由成都市锦江区
社区教育学院主办，面向锦江区全体青少年提供服务，打破课堂、
学科、场所的限制，拓展育人新空间。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孩子

们首站探寻的便是巴蜀文化。清

晨，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

馆——四川博物院，正在等待着孩

子们的到来，借珍贵文物之“口”，

将几千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

事娓娓道来。

“四川博物院是国家一级综合性

博物馆，现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

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将研学首站选

在这里，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对古代

四川的发展历程、政治制度、历史文

化和经济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

本土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相关负

责人滕丽介绍。

“画像砖”是孩子们此行学习中

极具特色的文物，四川的画像砖在东

汉时期最为兴盛，一砖一画面，内容

有祥瑞图腾、神话故事、社会风俗、劳

动生产等不同主题。孩子们通过砖

上的图像直观地了解到古时候人们

的生产生活场景。“原来古人也会进

行酒肆买卖，还能巧妙运用工具酿

酒、制盐，怪不得书上说古代劳动人

民很有智慧，他们真了不起。”一个孩

子边参观边感慨道。

研学旅行的第二站，孩子们来到

了成都博物馆。刚刚踏入场馆，他们

便被馆内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在

博物馆的“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展区，

孩子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成都，他

们争先恐后地凑上前去欣赏文物，生

怕错过了老师的每一句话。当看到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模型、经

穴漆人和天回医简时，他们不禁对古

代的工艺技术和医学成就啧啧称赞。

“孩子们的热情特别高涨，尤其

是参观三楼的古成都‘灯光地图’

时，孩子们在上面来来回回走了好

几遍。他们一边寻找自己熟悉的地

标，一边观察和对比城市的变迁。”

活动相关负责人滕丽回忆道。

“‘亲近乡土’是我们研学活动的

课程设计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研

学课程专家、此次研学活动实践导师

符卫介绍，“博物馆研学不宜贪多求

全、走马观花，我们希望以‘一馆一主

题’的方式，让孩子们的学习更有目

的性，在观赏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联系

自身、关联已有知识，将所见所闻内

化于心。”

“我们今天去学习了‘金融’。”

“小西瓜”刚一回到家便与冯琴分

享博物馆研学的收获，“我不仅认

识了许多不同朝代的古钱币，还学

习到了交子的历史。你知道吗？

金融城附近有好几条道路都是以

‘交子’命名的呢！”看女儿讲得头

头是道，冯琴也很乐意让她充当

“小老师”，自己则认真地听讲，时

不时向“小老师”提问。

“就像海绵吸收水一样，知识

一点一滴地进入孩子脑子里，每

一趟研学之旅她都学有所获。”冯

琴欣慰地说，“以前我们也会带她

去各种博物馆，但讲解内容相对

固定，也缺少了这种集体学习的

氛围。研学活动中，她可以随时

与老师互动、和伙伴讨论。”

“交子金融博物馆坐落于成都

金融城交子公园内，是全国首家

以交子为主题的金融行业博物

馆，带孩子们研学的过程中，我

自己也在学习。”滕丽表示，博物

馆专业讲解员会补充许多她不知

道的知识，在“金融之旅”中，

她也和孩子们共同探究交子的秘

密。

交子是成都人引以为傲的发

明，它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象征着经济的繁荣与开放。孩子

们详细了解了交子的诞生背景、演

变历程和管理制度。互动与讨论

环节，他们“亲自上阵”，在模拟交

易区体验了金融交易的紧张与刺

激，进一步加深了对金融行业的了

解。

与货币一样，汽车也是孩子生

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成都三和老

爷车博物馆作为西南地区极具影

响力的汽车文化地标，不仅收藏了

众多国内外经典老爷车，更展示了

汽车工业的辉煌历史和匠心传

承。走进博物馆，孩子们便被眼前

各式各样的老爷车所震撼，仿佛穿

越回了那个汽车工业蓬勃发展的

黄金时代。

“从历史看未来，孩子学习了

‘奔驰一号’的诞生，这对他们有

很大触动。”活动摄影、学生家长

尤江说道。在孩子们身处的时

代，汽车产业正经历着向智能电

动车转型，他们不知道最早的汽

车长得更像马车和三轮车，它完

全“敞篷”，极其简易，但因具备

了汽车的核心——汽油发动机，

成为汽车的鼻祖。孩子们不仅静

态欣赏了这些珍贵的老爷车，还

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了汽车模

拟驾驶，感受了文化与实践的双

重魅力。

寻根溯源，探寻货币、汽车的前世今生亲近乡土
与历史文化奇妙邂逅

在玩中学，用作品表达传承与创新

允许孩子“不小心”
周六早上，上初中的女儿说在

商场给同学买生日礼物。我很爽快

地给她转了 200 元钱，让她合理安

排，女儿说了声“谢谢”就挂了电话。

不到 10 分钟，她又打来微信视

频，这反常的操作让我心头闪过一

丝不安。果不其然，女儿眉头微皱，

拉长腔调喊道：“妈妈——”小脸上

挂着懊恼，还有一丝无奈，我忙问怎

么了，“我不小心把人家店里的杯子

打碎了，它是玻璃的。我没拿稳就

摔了，好难过。”我听了心里有点生

气，因为女儿平时在家就毛毛躁躁

的，现在终于尝到苦头了。

我本想批评她两句，但想到这

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突发状况，便

耐住了性子安慰道：“摔都摔了，下

次小心点就好了。给人家把破损的

杯 子 赔 一 下 吧 。” 女 儿 应 承 道 ：

“嗯，我会买下那个碎了的杯子

的。只是我太心疼这个杯子了，不

仅因为它很贵，要50元呢，更是因

为它实在太漂亮了。”我说：“那你

重新给同学买一个吧。”女儿听

了，小脸舒展不少。

回家后，女儿问我：“妈妈，今天

你怎么没有像平时那样批评我？”我

一怔，理了理思绪对她说：“你以为

我不想说你吗？你看你平时在家就

毛毛躁躁，做作业老是漏写，上学到

教室楼下了才发现书包没拿，多少

次打印好的资料你就是不装进书

包，非要到学校了给我打电话，还有

你那乱七八糟的书桌，让你整理也

不听，上次，还是你同学来帮你收拾

的吧？”女儿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

但表面上还是故作倔强地说她也不

总是这样。我接着因势利导，“你现

在大了，我也不想老说你，影响我们

母女关系，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些都

是小事，你经常考试时把会做的题

都做错了，和你的粗心、毛躁有没有

关系呢？”女儿调皮地扮了个鬼脸，

说：“那好吧，我想想，以后争取改

正。”

第二天早上，我喊女儿起床，她

没有像往常那样磨磨蹭蹭，收拾好就

把书包放在了门口柜子上，对她这一

举动我竟有点不习惯。晚间辅导作

业时，虽然卷面书写还是有点混乱，

但我发现书桌整齐了不少，我打趣

道：“呀，今天这书桌有点不一样啊，

看来是有人下功夫了啊！”女儿大笑

着说：“那肯定啊，不是说‘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嘛！”“那你厉害，古文都

学这么好了，其他的肯定不在话下。”

我借机鼓励了她。

接下来一段日子，她很少让我

去学校送落下的资料，老师也没有

再找我私聊，强调她的卷面整洁

度。有一天，我竟然在数学老师发

的优秀作业中见到了女儿的名字，

我和她爸对她一顿猛夸。看到她可

喜的改变，我心中很是欣慰。期末

考试结束，她回来兴致勃勃地说，老

师夸她进步很大，原来她竟然进了

班级前十名。据她描述，身边同学

还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教育家陶行知谈教育时曾说，

要“少一些严厉，多一些宽容”。我

想，孩子的改变应该也是建立在友

好、平等的宽容之上吧。电视剧《我

的阿勒泰》中谈道：“爱，是我清楚地

看见你。”是啊，我爱你，就要看到那

个真实的你，不仅是那个粗心、毛躁

的你，还有在一点点改变的你。

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需要父

母在适当的时候扶一把，这样才不

会长歪。我们家长与孩子都要在经

历的事中共同磨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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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成都博物馆体验“灯光地图”。 孩子们参观交子金融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