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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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假期“余额不足”，各家各

户的暑假作业“烂尾楼”赶工期名

场面就会如期上演。我家女儿也

是如此，每次不到假期最后一个晚

上，她是不会动笔的，就算泰山压

顶，依然雷打不动，该吃吃，该耍

耍，主打一个快乐和潇洒。在女儿

那儿，玩耍是主旋律，倒把我急得

够呛，唉，皇帝不急，急死太监。我

苦口婆心，她就是无动于衷，本以

为“泰山吼一吼，对手抖三抖”，结

果她一句“马上……”就没有下文

了。还别说，她的心理承受能力之

强，作业根本无法撼动她分毫，那

简直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但是，假期最后一天晚上，拥

有强大心理的她也开始哭哭啼

啼。原因是补作业影响到她瞌睡

了，女儿只好一边做作业，一边揉

眼睛，哭着说：“我知道错了，以后

再也不这样了。”不过，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一遇上长假，她的老毛

病就犯了。

今年暑假，有了前车之鉴，我

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觉得作业还

得 每 天 做 一 点 ，养 成 好 习 惯 才

行。为了避免暑假“烂尾楼”赶工

期再次上演，我深思熟虑后决定

搬“救兵”，专程把我教师出身的姐

姐——女儿的大姨从老家请过来

助阵。对于孩子来说，老师说的话

就是“圣旨”，肯定比我天天上班、

监督不到位好多了。自从姐姐来

了，我便把心放在了肚子里，将

女儿全权托付给姐姐管。哪知道

女儿为了玩耍已经“修炼成精”，

看起来好像在认真做作业，但只

要监督人上个厕所，她就把我藏

起来的答案翻出来抄，被发现后

还不知悔改。做作业遇到难解的

题时，更是直接把作业藏起来

了。天呐，她的脑袋怎么转得这

么快！好在女儿总算是每天都在

做作业，我放心了，觉得这次暑

假作业一定能提前完成。

眼看假期即将结束，姐姐要回

去准备开学事宜了。等我万分不

舍地将姐姐送走后，回到家，女儿

正在翻箱倒柜找东西，我感觉事情

不妙，便凑过去瞧。只见她拿出一

本崭新的练习册，说：“还有一本暑

假作业没开始做呢。”天呐，重磅炸

弹！一瞬间天昏地暗，我差点被气

昏过去。

看着这本还未动过的暑假作

业，我浑身颤抖、血压狂飙、无言以

对。我对女儿喊道：“专门请人来

辅导你，你耍小心思把作业东藏西

藏，眼看假期‘余额不足’又心慌

了？这次暑假‘烂尾楼’赶工期你

自己完成吧，管你挑灯夜战也好，

奋笔疾书也罢，恕老母亲我不奉陪

了！”说完，我立马回自己房间休息

了，怒气冲天地想着，写不完她自

己向老师交代，跟我无关。

深夜，我一觉醒来，还是不放

心，便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打

开女儿的房门，从门缝里偷看。昏

黄的台灯下，女儿正全神贯注、老

老实实地赶着作业，顶着熊猫似的

两个黑眼圈，居然不哭不闹。虽然

笔迹“龙飞凤舞”，但速度惊人，感

觉笔都要写冒烟了。看女儿深夜

“赶工”，那一刻，我有一种大快人

心的感觉，果然，还是不需要别人

催的时候给力。

唉，深呼吸，莫叹气，好歹“烂

尾楼”如期交付。我得息怒，以和

为贵才能维持母女感情。

在儿子的世界里，有一件特别的

宝贝。它既不是昂贵的玩具，也不是

美味的零食，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灰

色的，上面带着一些不起眼的白色纹

理。对于大人来说，它只是众多石头

中的一块，但在儿子的眼中，它却如宝

石般珍贵。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小河边玩

耍。阳光穿过稀疏的树叶，洒在蜿蜒

的小路上，落在弯曲的小河旁。儿子

兴奋地在前面奔跑，突然，他停下来，

弯腰在沙滩中捡拾起什么。我走近一

看，原来是块不起眼的小石头。

“爸爸，看！我找到了一块宝石！”

儿子双手捧着那块石头，眼睛里闪烁

着兴奋与骄傲的光芒。

我微笑着坐在旁边被雨水冲刷得

光滑无比的大石头上，示意他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放在我的手心，

那股认真劲儿让这块普通的石头似乎

真的变得有些不同寻常。

“这是你的宝石？”我问。

“嗯！”他点头，“我觉得它很好

看。你知道吗？孙悟空的宝贝是金箍

棒，铁扇公主的宝贝是芭蕉扇，我的宝

贝呢，就是这块石头！”刚说完，他便哈

哈大笑起来。

我仔细端详那块石头，确实，虽然

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那些自然

的纹理，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图案，有隐

隐约约的房屋、山川、河流，还有“牧

童”和“老牛”，仿佛蕴含了大自然的秘

密。在孩子的想象中，它可能来自遥

远的星辰，也可能是勇士的遗物，或是

魔法世界的一部分。

儿子对这块奇特的石头情有独

钟，我们遂决定将它带回家中。回家

时，他兴奋地向我叙述起这块“宝石”

背后的故事，甚至幻想它可能是女娲

补天时遗落的碎片，言语间饱含着满

满的童真与无尽的遐想。

回到家，儿子找来一个小盒子，小

心翼翼地把石头放了进去，仿佛它是

一块真正的宝石。他还不时拿出来欣

赏一番，每一次都能发现新的美丽，他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

看着儿子沉浸在这份简单而纯真

的快乐中，我不禁感慨，孩子的心灵是

多么的丰富与奇妙。在他们的世界

里，不需要昂贵的价格标签，不需要复

杂的功能，只需要那份纯粹的感知和

无限的想象，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宝藏。

儿子的宝贝石头，让我重新审视

身边的一切。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小事

物，其实都蕴藏着美好。而成人世界

的复杂，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了这种

简单的快乐。

时光荏苒，儿子收集的“珍宝”日

益增多，然而那块石头依旧是他心中

最独特的存在。每当他打开那个满载

回忆的盒子，总会轻柔地抚摸那块石

头，每一次触碰都仿佛能解锁一段新

的故事，他总能以新的视角，再次讲述

那石头的传奇。

这就是孩子，他们以纯净无瑕的

心灵，欣然接纳这个世界的每一处

风景。在他们的奇妙世界里，无论是

轻轻摇曳的叶片、绚烂绽放的花朵、细

腻柔软的沙粒，还是那看似平凡的石

头，都被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成为他们

眼中的宝贝。

作为父亲，我愿陪伴儿子一起珍

惜这些宝贝，一起编织关于它们的故

事。这些简单而温暖的片刻，将会成

为我们共同的记忆，成为我们心中最

珍贵的宝贝。

女儿，在你即将步入四年级的

时候，爸爸有些话，想通过这样的方

式给你说。

常怀感恩之心，做正能量的孩

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

你的成长过程中，会有许多认识或

不认识的人在你需要帮助时伸出援

手，这是非常难得的。感恩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爱叫“无

私”；感恩爸爸妈妈，我们对你的

爱毫无保留；感恩你的老师，他们

的爱是一种“奉献”；感恩你的同

学，多记他人的好，你的内心会更

阳光……女儿，你知道吗？有位思

想家曾说：“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

的美德。”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

在生活中传递美德，也会待人更温

暖、做事更豁达，让自己充满正能

量，同时，传递更多正能量给他

人。看到你小学3年的表现，爸爸

相信，你不仅可以照亮自己，还可

以温暖他人。

与“努力”做朋友，做有梦想的

孩子。很多时候，你和我聊天谈到

一些军人、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娱

乐明星时，我能感受到你对他们的

崇敬和喜欢。爸爸想对你说，他们

在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过程中，付出

了许多努力。就像你看过的《热辣

滚烫》中的贾玲一样，你可能看到

的只是她减肥成功，其实，在贾玲

成名前，也曾失败过、迷茫过，克

服过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心中有

梦想，她凭借努力与坚持，成为自

己想要的样子。女儿，爸爸也曾问

过你的梦想。找到自己的梦想，这

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爸爸相

信，随着你的成长与进步，你会更

加明确努力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

的梦想。

保持朴素与童真，做有主见的

孩子。女儿，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

会生活的人。每次家里有纸板、矿

泉水瓶等，你都积极攒好，然后拿到

楼下收废品处去卖。你从来没有觉

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爸爸为你

点赞。每次我们出去买东西，你都

会主动帮忙拿；出去吃饭吃不完时，

你都会帮忙打包，不愿意浪费……

你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做你觉

得正确的事情。未来，当你在做你

认为正确的事情时，可能身边会有

其他“声音”干扰你、影响你的判断

和选择，爸爸希望你能保持现在的

朴素与童真，做一个有主见和有判

断力的孩子。希望你能永远做自

己。

女儿，你的成长，我们都看在眼

里。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

步，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基于 3-6 岁孩子的身心发展水

平，家长可以主动引导、创造机会，把学

习变成送给孩子的礼物，陪伴他们成长

与进步。”张梅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经

验，为家长分享了一些“小妙招”。

“鼓励家长在工作之余，放下手机、

走进自然，带着孩子与万物‘对话’。”张

梅表示，孩子成长过程中，“亲自然”的

教育不可或缺。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

从未止步，而自然也是孩子最好的课

堂，孩子可以在观察花草树木、感受生

命的跃动中，开拓想象力、丰富美好的

感官体验。“如对‘春天’这个词语的理

解，见过山花烂漫、鸟语花香的孩子和

很少踏出家门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

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触碰过，‘春

天’一词在孩子心中才不是干瘪的。学

习的过程才是有意思、有意义的。”张梅

举例道。

欢迎孩子积极提问，也是一个支

持他们的好方法。有问题一定就有思

考，而有思考才能引发深度学习。“孩

子的世界总是有‘十万个为什么’，家

长不仅要允许他们不断追问，而且要

善于引导他们通过自主探索，找到问

题的答案。”张梅表示，探究是一个由

点及面、由浅至深的过程，孩子通过

提出假设、动手验证、讨论与分析，

逐步厘清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得

出自己的结论。既深刻认识了感兴趣

的事物或现象，又很好地锻炼了独立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家长还要引导孩子会生活、“慧”生

活。“生活即教育”，任何的学习活动都

不应脱离生活去进行。让孩子有机会

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去经历自己的生

活，才能一点一点地拥有生活的能力。

这也需要家长学会放手，在必要时提供

适当帮助而不是事事包办，才能把最真

实、有效的学习机会留给孩子。

“带着孩子共同去了解、感受、思考

当下的生活，也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

方法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拥有处理更多

未知问题的能力。在学以致用的过程

中，创造属于自己有意义的生活。”张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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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孩子状态满满地迎

接新学期？近日，成都市家长学

校总校联合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市青羊区、锦江区等区（市、县）家

长学校分校举办“秋季开学周”公

益讲座活动。讲座围绕开学调整

适应、心理健康、亲子教育等主

题，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面向

全市中小学生家庭开讲。

幼儿园高级教师、青羊区特

级教师张梅以《让学习成为孩子

能够接受的礼物》为题，向家长们

讲述了学习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

义，并针对学前教育学段幼儿学

习的特点，引导家长正确理解学

习发生的过程，找到帮助孩子爱

上学习的好方法。

■

本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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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宝贝 ■ 赵仕华

“烂尾楼”
赶工期
■ 漆艳林

孩子，我想对你说……

从牙牙学语到拼读写字，从

学科初探到专业研究，从学用结

合到技能迭代，学习伴随着人的

一生。“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张

梅将问题抛给家长思考。

“我们身处人工智能狂飙突

进的时代，当科幻电影成为现

实，我们该如何理解人类的定位

和价值？”张梅指出，不管家长们

是否主动思考过这些问题，孩子

们都属于未来的世界。在科技

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他们将拥有

全新的、难以预测的生活样貌。

“以目前的数据来看，AI 技

术 已 经 能 取 代 很 多 的 工 作 岗

位。”张梅试着帮家长分析孩子

未来可能需要具备的核心竞争

力，“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

责任感是未来人才必不可少的

素质。”学以致用，学习的内容、

方式也应跟随时代发展的趋势、

社会的真实需要而变。

“牢牢抓住主动权，才能创

造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所以培

养孩子不断发展自我、适应社

会变化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张梅表示，尤其对于学前教育

学段的家长而言，正确认识学

习对孩子人生的意义，有助于

找准发展方向。在教育中，不

做、少做无用之功，也能给孩

子 一 个 更 加 健 康 、 快 乐 的 童

年，为未来的成长蓄力。

同时，家长对待学习的态

度，会极大地影响孩子的学习体

验。“一个能学习、会学习、爱学

习的孩子，一定不是被‘逼’出来

的。”张梅提醒家长，自主学习能

力来自于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发

自内心“愿学”“好学”的孩子，才

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当中

立于不败之地。

从进入幼儿园起，大部分孩

子都在同一个环境中学习与生

活，共享同一个老师，上同一堂

课，为什么有的孩子“越学越爱

学”，而有的孩子“越学越不爱

学”？张梅认为，想找到这个问

题的答案，先要弄清“学习是怎

样发生的”。

依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儿童心理学家张梅玲的阐述，

张梅带着家长“认识学习”。行

为主义认为，学习是“行为的变

化”，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个

体才可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认知心理学的进步对行为主义

的定义做了补充，人们发现学

习不仅是外部行为的变化，内

部的倾向也在变，这解释了用

不同的态度对待同样的行为会

产生效果的差异。脑科学则进

一步解释了学习的生理机制。

如，在解题过程中，有的孩子

兴奋地迎接挑战，有的孩子则

倍感压力、愁眉不展。状态不

同，分泌激素不同，对大脑的

作用机制也不同，孩子学习的

效果、对待学习的态度自然也

会有很大的差异。

“孩子看似在听课、读书，但

并不一定真的在学习。”张梅指

出，一些父母常会掉入“假学习”

误区，“判断孩子是否在学习，不

能仅靠外在的行为表现来确定，

让孩子一天到晚坐在书桌前，或

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接触知识，他

们反而可能学无所获。”

张梅引导家长回忆自己“考

驾照”的过程，对比学车前后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有家长

表示，学会开车以后，自己对城

市道路的观察视角变得不同，把

控距离感、空间感时，常常需要

人与汽车“合二为一”；还有的家

长表示，学会开车让生活有了更

多体验感，可以便捷地去到更

多、更远的地方。

“这便是学习发生的过程，

感受与机械的配合，逐渐拥有可

控感，并在由‘学’到‘用’转变当

中获得积极体验。”张梅引导家

长用这样的具体感受去类比、理

解孩子的学习过程，她表示：“对

3-6 岁的孩子而言，他们会用自

己特有的方式与周围环境互动，

以身体为感知工具主动探索，从

摸、爬、站，再到行走，孩子在用

自己的亲身感受获得认知、积累

经验，打开自己生活的空间。”

学习行为是每个人与生俱

来、自然发生的，而儿童的学习

有其独有的规律和特点。张梅

提醒家长，要保持耐心，科学判

断。允许孩子爬高上低、翻箱倒

柜、涂涂画画，这正是他进行学

习的过程。新尝试带来的新体

验会对孩子的认知发展、行为能

力带来积极影响，而保持好奇心

和探索欲也是让孩子“越学越爱

学”的重要动力。

学习学习，，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佳策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佳策略

从从““体验体验””到到““改变改变”，”，学习悄然发生学习悄然发生

让孩子的学习让孩子的学习
变得有意思变得有意思、、有意义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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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