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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我打算带着儿

子来个“亲戚游”。什么是“亲

戚游”？顾名思义，就是到亲

戚家里旅游。儿子从小在我

身边长大，又一直在这里读

书，除了在学校认识几个同学

外，没有其他朋友；他认识的

长辈就只有他的外公外婆、爷

爷奶奶等几个人；我哥哥家的

几个孩子，他一个都不认识，

叫什么名字，也说不出来；大

姑家有几个小孩，他不知道；

大姨家住在哪里，他也是一头

雾水。也难怪，儿子一年到头

难得回老家一趟，即使春节期

间回老家，面对七大姑八大

姨，儿子也不知道该怎么称

呼。这不，儿子放暑假，正好

我休假在家，便打算带着儿子

来个“亲戚游”。

第一站，伯伯家。我哥哥

一家住在南京，哥哥看到我带

着儿子出现，着实有点惊喜。

一番寒暄后，我问儿子：“儿子，

你应该认识伯伯吧。”儿子听

了，礼貌地说：“伯伯好。”刚说

完，正在房间里看电视的侄子

侄女闻声出来了，我指着侄子

问儿子：“你认识吗？他叫什么

名字？你称呼他什么？”儿子听

了，摇了摇头，说：“之前不认

识，现在认识了，就是不知道叫

什么名字，他比我大，我应该叫

堂哥吧。”我说：“他和你是‘照’

字辈，我和你伯伯是‘志’字辈，

‘志’字辈上面是‘宏’字辈，也

就是你爷爷的名字。树大分

叉，家族就是这样繁衍后代，生

生不息的。”儿子听了，似懂非

懂地点了点头。接着，我把侄

女的名字也告诉了儿子。在哥

哥家住了几天，儿子竟然和他

们都混熟了，临走的时候还舍

不得离开呢！

第二站，姑姑家。我二姐

住在杭州，到了二姐家，只有

两个孩子在家，一个是我的外

甥、一个是我的外甥女。儿子

和他们见过几次面，但不太熟

悉，我指着外甥问儿子：“这是

你的表哥，认识吗？”儿子怯生

生地说：“表哥好。”外甥十分

热情，拉着儿子的手就问：“你

会下象棋吗？咱们下盘象棋，

怎么样？”儿子听了，高兴极

了，说：“好。”说着，两个小家

伙像是重逢的故人，到房间里

下象棋去了，把我和外甥女扔

在一旁。吃饭的时候，我指着

二姐夫，问儿子：“二姑父叫什

么名字，你知道吗？”儿子摇摇

头，说：“不知道。”二姐夫立即

主动做自我介绍，把名字和起

名缘由都讲给儿子听，儿子很

快就记住了。儿子和外甥很

投缘，玩了两三天，两个人就

形影不离了。

后来，我带他到我的妹

妹家里，也带他到我的小舅

子家里，走了一大圈，不仅

让儿子认识了不少亲戚，还

增进了儿子和他们的感情，

儿子回到家的第一天，就对

我说：“明年暑假，还要去亲

戚家玩！”看来这个暑假我带

儿子“亲戚游”的目的已经

达到了，我很欣慰。

这天晚上，户外驴友微信群发来

公告，周末前往神雾山下的凤凰沟水

库露营，请大家跟帖报名。我一看这

样的好事，赶紧报名参加。这几天天

气炎热，不管在哪都得在空调房里待

着。空调房里待久了不好，再加上好

久没有参加户外运动了。儿子知道我

要去露营，也嚷嚷着要去。体验大自

然当然好，但多少存在风险，再说又没

有小伙伴同往。我电话和几个哥儿们

沟通，问他们能否把自家的小孩也带

去一起露营。哥儿们听了我的建议，

一拍即合，都说我的主意不错，来一个

亲子户外露营活动。

儿子一听能去，且有小伙伴同往，

更是一蹦三尺高。当晚，我们就到超

市购买了儿子爱吃的零食及他的露营

所需品。周末，小朋友们一见面就熟

络了，没多久就打闹了起来。上了车，

带队的杨哥讲了一些户外露营的注意

事项，再三嘱咐我们带小孩的家长，千

万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反复给孩子

们强调，不能单独行动，有事外出要打

招呼，相互照应。小朋友们听后认真

地点了点头。

车子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缓慢前

行，不久，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车子停了下来，大家纷纷下车，儿子抢

着背他的小背包。我们在村民家中购

买了些新鲜蔬菜，稍作休息后，就朝着

一条山路进发了。走了近一个小时，

我们抵达了一处平坦的地方，不远处

的水库波光粼粼，凉风习习。青山绿

水赏心悦目，登高远望，心旷神怡。杨

哥说，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孩

子们看着满眼绿油油的草地，忙丢下

手中的东西，在地上打起滚来。

杨哥户外经验丰富，有条不紊地

给大家分配任务，他把我们分成了几

个小组，有洗菜的、有烧火做饭的，大

家领了任务都忙活去了。孩子们等了

半天，没有领到任务，个个噘着嘴不高

兴。杨哥呵呵一乐，问孩子们要不要

跟着自己的家长一起去捡柴火？小朋

友们一听，高兴地拍手叫好。儿子飞

快地冲进树林里，生怕落后了捡不到

柴火。我们几个带孩子的家长赶紧跟

了上去。枯枝很快堆了一堆，孩子们

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大家洗菜、切菜、生火做饭，各司

其职，忙得不亦乐乎。不久，饭菜做好

了。孩子们饥肠辘辘，闻到诱人的饭

菜香味，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比在家里吃饭积极多了。吃完饭，杨

哥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出个足球来，

抽签分组，每组都有小孩参与。看着

孩子们在草地上生龙活虎地奔跑追

逐，大家都很开心。

夕阳西沉，大家开始搭帐篷。很

快，我们家的帐篷便支起来，儿子迫不

及待地钻了进去，体会住帐篷的感

觉。不一会，大家的帐篷都搭好了，孩

子们看看这家，串串那家，像过家家似

的，高兴得手舞足蹈。夜幕降临，孩子

们还兴奋地隔着帐篷说话。闻着青草

的芳香，听着虫儿的低吟，很快，大家

进入了梦乡。

清晨，伴随着清脆的鸟叫声，儿子

起床了。孩子们陆续从帐篷里钻出，

大声叫唤着小伙伴。收拾了帐篷，杨

哥问孩子们：“大家马上就要走了，还

有什么事需要做？”孩子们挠头，不知

道回答什么。在大家的提醒下，他们

反应过来，原来是要清理干净露营场

地，带走所有垃圾。于是，家长带着孩

子一边收拾，一边检查，把垃圾全部清

理干净，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露营

地。

周末，女儿约了同学一起爬山，于

是，两家人扶老携幼，向着山林出发。

虽说住在同一小区，两家人还是

第一次正式见面。一见面，对方妈妈

就热情地伸手抱我家小儿子，不到两

岁的儿子，笑嘻嘻地张开双手，迎了

上去。对方妈妈立即夸赞道：“哇，

你长得真帅气。第一次见面，就让阿

姨抱，这可真是阿姨的荣幸啊。”儿

子似乎也听懂了，在她怀里得意地笑

着。

一路上，对方妈妈不停地给孩子

们科普“大力士”蚂蚁、“弹跳高

手”蚱蜢、善变的变色龙等小动物的

知识，还有路边不知名的野草，经她

讲解，摇身一变，成了大有用处的药

材。我们紧跟在她的身后，如沐春

风，受益匪浅。

行至一斜坡处，女儿一脚踩空，从

斜坡上滑了下来，还没站稳，女儿的同

学就紧随其后，也一骨碌滑了下来。

孩子们虽未受伤，但也因受了惊吓，正

抿嘴想哭。我还在想该如何安慰孩子

们，对方妈妈立马笑嘻嘻地说：“嚯，你

们也太厉害了吧，本来是来爬山的，没

想到还坐上免费的滑梯啦。”说完，她

赶紧去拍孩子们身上的灰尘，一边拍

一边不徐不疾地说：“免费滑梯虽然好

玩，但也不能贪玩哦，下次可要小心

啦。”孩子们憋回了噙在眼里的泪水，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咯咯咯”大笑起

来。

看着对方妈妈三言两语就把孩子

哄好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对这种四

两拨千斤式的教育方式投以赞许的目

光。

登山结束后，女儿跟我说，她下次

还要约这个同学玩。她觉得和这个同

学一起玩特别开心，尤其是对方的妈

妈，说话总是那么好听，是她见过最有

意思的阿姨。

我想这大概就是情绪价值的力

量，情绪价值高的人，像磁铁一样吸

引着身边的人，又如同一缕阳光照亮

了平淡的日子。特别是在遭遇挫折或

者对待“不完美”时，正向情绪价

值，总能让人摆脱负面情绪、化解尴

尬，进而发现美好，获得更加丰盈的

生活体验。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水

般松弛，似涓涓细流般滋养孩子的内

心，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让孩子主

动获取成长的养料，变得更加自信、

阳光、乐观，充满正能量，正是我们

做家长的需要努力和坚持的方向。

有趣的
“亲戚游”

■ 张志松

带上儿子去露营带上儿子去露营 ■ 江初昕

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 ■ 雷亚梅

兴趣牵线，实地探究
“那是一座肇始于西汉、运用至

今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它的名字叫

通济堰。”通济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

南部，位于岷江与长丘山之间，拥有

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灌溉、防洪和

工业、生活及生态供水等多种功能，
并于2022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名录。

研学行前会上，单是一个基本介

绍，就让喜欢历史和地理的孩子们坐

不住了。听说通济堰进水口就在离

家不远的新津区，孩子们更是迫不及

待地想去一探究竟，亲眼看看那座宏

伟的水利工程。

“前置学习的重要意义正是唤起

孩子们的好奇与兴趣，带着问题去探

究，他们一定会有所收获。”李文全

说。

“它为什么能灌溉那么多亩农

田？”“拦河大坝是如何工作的？”“古

人也太聪明了，他们是怎么设想和修

筑它的？”……被勾起了好奇心，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李文全见

状，决定趁热打铁，马上安排这次的

科学考察之行。

会师渠首，现状调查即刻展开。

“走进通济堰管理处，一座三层高的

房子格外显眼，那就是通济堰的进水

闸。用接待我们的工程师张工爷爷

的话来讲，通济堰拦河坝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向这里引水。”考察小组成

员在研究报告中记录到。

孩子们跟随家长沿楼梯而上，在

窗前远眺河面，视野开阔舒展，河水

平静流淌，渠首引水拦河大坝就横卧

在河面上。

来到进水闸建筑旁边的平台，孩

子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进水闸

前后两端的河水形成强烈的对比，进

水口端的河水平缓流动，出水口端的

河水却快速奔涌。李文全告诉孩子

们，这是水位差导致的流速差异。强

烈、直观的对比让孩子们产生了新的

疑问：进水闸两端的流速到底有多大

的差距呢？

实验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李

文全和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进水闸

附近的渠岸边，教孩子们测量，告诉

他们测流速的方法。

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只需

要确定相同的测试流程，再分别去

进水口端和出水口端比较参照物流

动的时间，就可以测算和对比水的

流速了。如此简单的原理让孩子们

跃跃欲试，不过，到了实际操作环

节，他们却发现测量任务并没有想

象中简单。

“我负责的是向水中投入参照

物，这需要我在计时员按下秒表的

同时，将参照物树枝和柳条裹成球

丢入水中。”成都市华西小学四

（2）班学生杨梦琪说道，“参照物落

水的时机很关键，一不留神就会造

成误差；更难控制的是它的落水位

置，很难保证它们从同一起点出

发，为此，我们重复了很多遍才收

集到较为可靠的数据。”

“计时员”曹景恒也深有同感。

他表示，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才能

获得有效的数据。随着参照物入水，

开始计时，曹景恒的目光便牢牢“锁”

在了它的身上，将抵达终点时，他更

是屏住呼吸，在抵达的瞬间按下秒

表。“科学实验是严谨的，早一秒、晚

一秒都不行。”曹景恒说。

有人发口令、有人进行操作、有

人负责计时、有人记录数据……实验

过程虽有反复，但孩子们并没有彼

此抱怨，或者中途放弃，反而配合

得越来越默契，最终在家长们的帮

助下，获得了较为准确的流速数

据，开始进一步对比与思考。

“家长是最好的‘助教’。孩子们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究中，家长的作

用不可忽视。”李文全说，实地做实

验，安全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全程积

极参与，看管孩子，帮孩子们准备工

具，和他们一起投入测量过程当中，

让孩子们的实践不再畏首畏尾，也令

知识的学习充满温情。

一场探究，多方收获
“测量得出，出水口端的流速竟

然是进水口端流速的8.5倍，这样的

好处在于上游可以积蓄更多的水，不

用担心枯水期用水问题；如果上游下

暴雨，下游也可以很快泄洪。而且，

如果下游的流速也很慢，容易沉淀淤

泥，不利于农田引水灌溉。”研学纪录

短片中，作为后期配音，成都市华西

小学一（2）班学生王知来讲解起来头

头是道。

王知来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令妈

妈张绚感到吃惊。“我本以为一二年

级的孩子看不懂这些，可孩子的表现

却让我明白，他们是有无限潜力的。

作为家长，我们不能低估了他们，也

不要给他们设限，应给他们更多的信

任与支持。”

活动当天，这支家校自组织的

“科考队”得到了通济堰管理处的支

持，工作人员带着他们去到了拦河坝

最上层的控制房。“没想到，我们可以

现场感受拦河坝的运作。”曹景恒兴

奋地说。

随着卷扬机齿轮的转动，巨大的

轰鸣声从桥下传来，一股巨大水流奔

涌而出，白浪翻滚，气势磅礴。这种体

验带给“科考队”每一个成员深深的震

撼。“虽然我们是一支‘混龄’队伍，有

一至六年级的孩子参加，但孩子们都

有所收获，只是程度深浅的差异，兴趣

和侧重点的不同。”李文全说。

通济堰科学原理的沙盘演示于

第二天进行，李文全带孩子们一起搭

建了一座通济堰沙盘模型，他们用铲

子由高到低刨出南河、岷江、总干渠、

支渠、平原农田，固型后，引入一股自

来水注入南河、岷江河道，“水往低处

流”的原理在孩子们眼前展开，在渠

首筑起引水拦河坝以抬高水位，再利

用进水闸、干渠、支渠、斗渠、农渠和

毛渠之间的水位落差，将水源源不断

输送到万亩农田。

“当我看到水流入沙盘，来到拦

水坝，被引流到总干渠，再到分渠、支

渠，最后流向辽阔的彭眉平原时，我

兴奋至极，就好像这股水也流进了我

的血液中。”曹景恒说。

这场研学之旅结束后，家长们也

进一步讨论，分享收获和感悟。“呵护

孩子的求知欲、好奇心非常重要。作

为家长，我们是孩子的第一启蒙人，

带着孩子走马观花地游玩打卡并不

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进行

了反思和学习，以后再带着孩子出游

时，可以带着问题出发。自己先去预

习、做好功课，在一路见闻中给予孩

子更多的启发。”张绚说道。

一支一支““家校科考队家校科考队””的研学之旅的研学之旅
■ 本报记者 马晓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一支由学生、家长和老师组成的科学考察小队从成都市区出发，一行11人，去往位于新津区通济堰渠首的余波桥处会合，开启了一场

特别的研学之旅。

这支“家校科考队”以成都市武侯区科学教育名师、华西小学副校长李文全为“技术指导”；家长全程陪伴，负责拍照记录与后勤保障；孩子

们则是探究实践的“主力队员”，从前置学习时的提问、思考，到现状调查中的观察、测量，再到沙盘实验后的复盘、总结，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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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全为学生讲解通济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