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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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们去踢球吧，

好久都没有玩了。”儿子从

幼儿园归来，一脸期待地对

我说。他骑着小自行车出

门，车篮里放着一个足球，

仿佛承载着他整个童年的

欢乐与梦想。他一边哼唱

着《春天在哪里》，一边快乐

地朝小区球场骑去，阳光洒

在他稚嫩的脸庞上，温暖而

和煦。

儿子将球放在地上，高

兴地说：“妈妈，你踢过来，

我再踢到你那里去。”他的

声音里充满了兴奋与期

待。我微笑着迎接他的挑

战，摆出守门员的姿势，双

手张开，准备接住他踢来的

球。

他认真地摆好球，后退

几步，深吸一口气，然后猛

地冲向球，用力一踢。球飞

快地划过空中，朝我飞来，

我伸出脚轻轻一踩，再用力

踢回，球在空中画出一道美

丽的弧线。“好球！”我大声

夸赞道，鼓励他的每一次尝

试。

儿子最喜欢把球踢出

去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

笑着向我炫耀，仿佛浑身都

在说：“妈妈，我厉害吧！”他

的笑声清脆悦耳，如同清风

中摇曳的风铃，让我心头一

暖。

我引导他用脚内侧推

球，或是用脚尖将球挑起。

每当他学会一个新动作，那

种成就感溢于言表，仿佛他

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我在

旁静静地欣赏着他的成长，

感受着他的快乐。

踢球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显

得如此珍贵。草地上，留下他奔跑的

足迹，也留下我们欢乐的印记。

时间在我们的欢笑声中悄悄流

逝，夕阳渐渐西沉，将天边染成淡淡的

金色。我们累了，就并排坐在草地上，

分享着运动后的那份畅快。此时此

刻，没有交谈也不显得尴尬，我们静静

享受这份默契与宁静。

“下次我们再来，好不好？”儿子期

盼地望着我。“当然，只要你想踢球，妈

妈随时奉陪。”我温柔地回应着。踢球

的时光虽然简单，却无比珍贵。它不

仅锻炼了儿子的身体，更增进了我们

之间的情感。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里，我们常常忽略了与孩子的互动交

流。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光，

塑造了孩子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情

感发展。因此，让我们珍惜与孩子共

度的每一刻，用心陪伴他们成长，共同

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那些汗水与笑声、球场上的足迹，

以及情感的无声流动，都成为我们共

同的记忆。这些记忆如同珍珠般散落

在儿子的心中，成为他成长路上最宝

贵的财富。而我，作为母亲，也从中收

获了无尽的快乐与满足。我深知，陪

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会继续陪伴他成长，共同创造更

多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些时光不仅

属于他，也属于我们共同的人生旅程。

小宝每天都能迅速完成作业，即使在

学习中遇到问题，他也能从容、轻松地面

对，这让我很欣慰。但小宝有一个问题，

他从小就很要强，做什么事情都恨不能一

下就做到最好。比如学跳绳，如果跳得不

好，他会很着急。再比如玩游戏，如果输

了，他会委屈得掉眼泪。

我们意识到这样不利于小宝的成长，

毕竟随着他慢慢长大，他会面临无数次挑

战，不可能每次结果都如意。如果成绩不

好、事情不如意，就委屈、难受、情绪低落，

他就不能振作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怎

么让小宝输得起呢？我们选择了玩游戏。

比如，玩扑克牌、五子棋、跳棋。

我们和小宝最常玩的游戏是扑克牌。

最初玩扑克牌时，我们也用了一点计策，

故意放水，先让他尝到甜头，五局让他赢

四局，引起他的兴趣。赢了我们会表现得

非常高兴，输了我们就十分夸张地表现自

己的懊恼，大声嚷嚷：“再来，再来，下次我

一定会赢！”

在这个过程中，输赢只是一次游戏的

结果，输了就总结经验与教训，下次避免

犯同样的错误，然后，重新来过，进行下一

局。我们享受这个过程，而我们对待“输”

的态度，也慢慢地影响了他，从最初的输

了就哭鼻子，到现在输了也会哈哈大笑，

让我们继续和他一起玩，他越来越输得起

了。

当他抓到一手烂牌，却在他的精心布

局之下赢了我们后，那手舞足蹈的样子，

简直太可爱了；而当他抓了一手好牌，却

被我们联手打败时，那摩拳擦掌、大声嚷

嚷着继续下一局的样子，也有趣极了。有

时候，我们还会拿他小时候哭着找我们要

“大王”的视频逗他，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

议，乐得不行。

在玩扑克牌时，我偶尔还会故意“耍

赖”，被小宝发现了，他会笑话我，然后告

诉我应该怎样做。有时候，小宝会故意哄

着我，对我的小动作视而不见。看来，这

看似简单的游戏，不但让他学会了如何与

他人协作，联手对付“敌人”，也让他学会

了如何与人沟通，情商都提高了不少。

现在，小宝懂得了失败并不可怕，无

论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他

都可以轻松面对了。他经常说：“没关系，

只要我继续努力就可以了。即使最后还

是输了，也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一句话，输了也没关系，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做，即便结果不是最好的，做到自己

的最好，就可以了。在过程中找方法，至

于结果，随缘。

输得起，才能赢得精彩。坦然面对生

活中的得失，怀着输得起的心态，平和地面

对学习、生活中的每件事，相信小宝会寻找

到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家“小神兽”一一对玩具车有

着近乎痴迷的喜爱，每当他看到各

式各样的车辆时，眼里总充满了好

奇与兴奋。于是，我从超市购回了

一整套“救援小队”玩具车，包括救

护车、消防车、警车，还有与之配套

的各种人物模型和模拟灾害场景的

道具。我们的安全教育小游戏就此

拉开序幕。

第一个游戏是“火灾逃生”。我

用厚纸板搭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房

子，里面巧妙地藏了几颗小灯泡，通

过开关控制它们的亮灭来模拟火

源。一一看到那座“着火”的小房

子，立刻紧张了起来。我立即告诉

他：“小房子着火了，一一，现在你是

勇敢的消防员，需要你去灭火，并引

导大家安全逃生。”一一闻言，立刻

“驾驶”着他的消防车呼啸而来，拿

起玩具水枪，认真地对着那些“火

源”喷射。他一边喷射，一边指着大

门口大声喊道：“大家快从安全出口

跑！”那一刻，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

了责任感。

第二个游戏是“救护伤员”。孩

子外婆扮演不慎摔倒的“伤员”，捂着

“伤口”痛苦地呻吟着。一一听到外婆

的呼喊，立刻“驾驶”着他的救护车飞

驰而来。他紧张地说：“外婆，你怎么

了？我来救你了！”说着，他小心翼翼

地把外婆“抬”上了“担架”，还模仿医

生的样子给外婆“检查伤口”，一套流

程做得有模有样。他那一本正经的

模样，让我们全家都忍俊不禁。

第三个游戏是“警察抓小偷”。

我戴上一个滑稽的面具，假装“作

案”。一一手握遥控器，操纵着玩具

警车闪亮登场，警灯闪烁，威风极

了。他“驾驶”着警车穿梭在家中的

各个角落，最终在“犯罪现场”果断

地将“小偷”逮捕归案。这样的体验

让一一感受到了正义与勇敢。

最有趣的莫过于“交通规则小

课堂”。我们在客厅地板上画出一

条条“马路”，还设置了红绿灯和斑

马线。一一“驾驶”着玩具车行驶在

“街道”上，绿灯亮起时，他谨慎地

通行；红灯亮起时，他乖乖地停车等

待，嘴里还念叨着：“红灯停，绿灯

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通过这场游

戏，他不仅学习到了交通规则，更学

会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和孩子一起玩充满乐趣的“花

式”游戏，让我感受到，只要家长用

心去发现、去创造，就能让游戏在孩

子的世界里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玩具车里的安全课 ■ 胡孝清

编者按

游戏，是亲子沟通的“翻译机”。有益的游戏对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不仅能为孩子提供快乐、自由和满足的情感体验，更是一扇敞开的窗户，让富有生命力的概念和思想由此注入孩子们的精神
世界。家长也可以通过这扇窗进入孩子的世界，与孩子同频，以孩子的方式和孩子建立充分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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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工作繁

忙，全家假日出游时，

还得抽出时间处理临

时来的工作。6 岁的

女儿见我没有放松时

间，贴心地用酒店房

间的便签纸，画了许

多充满童趣的“挑战

卡”给我。

女儿天真地对我

说：“爸爸，你都没有

时间玩，我画一些游

戏给你玩吧！”我很惊

讶，因为以往都是我

带她玩游戏、我设计

游戏让她玩，这次居

然变成了她设计游戏

给我玩。

游戏设计完成。

她耐心地给我解释游

戏 规 则 ，这 些“ 挑 战

卡”有挑战顺序和各

种待解决的任务，例

如，其中一组卡片是

“小鱼历险记”，由最

简单的连连看任务，

到没有标准答案、考

验想象力的讲故事任

务，规则环环相扣，趣

味层层叠加。她画了

一条船，船上有许多

人在钓鱼，海平面下

还看得见钓鱼竿垂下

的钩子和许多小鱼。

她设计的题目是：“请

看图，想象图中的小

鱼发生了什么事？可

以 怎 么 救 出 小 鱼 ？”

“请画出你觉得可以

救出小鱼的道具，并

讲述方法。”她还鼓励

我：“成功后，会送你

一张惊喜卡片哦！”

这些“挑战卡”有由浅入深

的游戏难度与连贯的故事情境，

让我惊讶于孩子的想象力与创

造力。甚至在我攻关时，她还会

边讲故事，边引导我进入小鱼的

世界，同理小鱼的困境。

重点是，我竟然觉得很好

玩，而且需要很认真地思索才

能破解。比如，要在纸上有限

的空间里画出几个合理的物

件，帮助小鱼不被钓走，迅速想

出优秀的解决方案，并没有那

么容易。

我心中既温暖，又欣慰。

温暖的是，她知道我是个喜欢

跟她一起玩游戏的爸爸，贴心

的她希望给我一个好玩的游

戏，让我高兴；欣慰的是，她从

长期的亲子游戏中体验到了自

由度、新奇感与控制感，对于游

戏的解题流程、挑战规则与创

意构想，已经有自己的心得体

会了。

充满欢乐的亲子互动游

戏，让孩子从想玩发展到想设

计与创作，在这样的历程中，不

但发展了孩子成长需要的重要

素养，也让我与孩子更加亲密，

拥有了更多贴心的情感交流。

“你怎么这么笨，半天都找不

到！”我对儿子板栗恶语相向。如

今想来，仍是惭愧。

这天，我们原计划先诵读古

诗，板栗笑嘻嘻地说：“妈妈，今天

我们能改变计划吗？”我问他：“你

想先做什么？”板栗小心翼翼地

说：“当然是先上一节积木课。”我

盯着板栗，一时不知说什么。板

栗便悻悻地去拿书，摆在书桌

上。此时，我的内心十分挣扎：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想上积木

课，又不是想玩电子产品，为什么

不能同意？但如果因为畏难而随

意改变计划，会不会让孩子今后

一遇到困难就想放弃？

挣扎着，挣扎着，我嘴里很小

声地冒出“好吧”两个字。我走到

电脑旁，给他打开积木课程，板栗

说：“妈妈，我们定个时，只上一节

课，就去读书。”我想，既然已经选

择了让孩子上喜欢的积木课，那

就索性让他玩个痛快，于是，我对

他说：“不用定时了。”板栗高兴地

说：“妈妈，我爱你，赶紧开始吧。”

今天拼的是舂米机，积木配

件混乱地装在一个个透明袋子

里，大概有20袋。我们席地而坐，

一开始，比较顺利。板栗负责找

配件、拼装，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完

成，有的积木太紧或者太小，他拔

不出来或者放不进去，我就帮他

一下。

眼看快组装完了。板栗找一

个配件，找了十多分钟都没有找

到。于是，我说了句：“你怎么这

么笨，半天都找不到！让开，我

来，你先把其他配件组装起来。”

话音未落，板栗脸上的笑容消失

了，他紧咬嘴唇，默默地开始组装

其他配件。

我把所有装着配件的透明袋

子平铺在地上，一个一个找。很

快，所有配件被拨了一遍，没有找

到。看来这个东西真不好找。第

二遍，还是没有找到。“我还不信

这个邪了，怎么会找不到。”我在

心里嘀咕。第三遍，我索性把所

有配件倒在地上，有规律地翻找，

这时，板栗已经拼装好了其他配

件，也趴在地上和我一起找。结

果，仍然没找到。

我不停地唠叨着：“什么不良

商家，配件都不齐，我还专门挑的

贵的。”板栗说：“妈妈，你把操作

步骤放大给我看看。”我把图片放

大很多倍，板栗认真地观察那个

小配件，突然，他大声地说：“妈

妈，我知道了，这个配件是需要我

们自己组装的。”我不耐烦地说：

“怎么会？小配件是不用自己组

装的。”

板栗不理我，他翻找出两个

小小的配件：“妈妈，你看，就是这

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我一看，还

真是他说的那样。板栗激动地

说：“妈妈，等我一下，还差一个东

西才能连接起来。”板栗趴在地上

东翻翻、西找找，又找出一个小配

件，然后尝试着组装。我看他小

脸都红了，也没能组装起来，便主

动搭话：“儿子，要不让妈妈试

试？”板栗把3个小配件递给我，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们组

装好。

花了近3个小时，一个精致、

巧妙的舂米机终于呈现在我们的

面前。儿子沉浸在摆弄劳动成果

的喜悦中，我坐在对面，静静地看

着他，脑子里都是自己刚刚抱怨

商家、对儿子恶语相向的样子。

想着想着，我一把搂住板栗，柔声

对他说：“谢谢你，儿子，你是妈妈

的老师。”

谢
谢
你
，儿
子

■ 范玉琴

■

李
成
炎

让孩子学会“输得起” ■ 毛学英 女
儿
给
我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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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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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

和大宝比赛写字 ■ 梁毅兰

中午，大宝的语文老师发来信息：“宁宁

这周练字练得不好，我单独教他时发现他专

注力不够。”晚上，我便雄心勃勃地开始了“陪

学计划”。结果，“出师不利”。我看了一遍老

师发到群里的视频，先写一遍给大宝看，然后

再让他写，要求横写平、竖写直，结果他一写，

横写成波浪线，竖也写得左歪右斜。

让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东摸摸、西摸摸，

一会要找橡皮，一会要换铅笔，歪歪扭扭地写

了两个字，又说尿急要上厕所，40 分钟过去

了，才写了两三行。

我知道生气是没有用的，要耐心地循序

渐进。我和他说：“我们一起写，每天就写两

行，但要认认真真地写，可以吗？”大宝听到只

写两行，顿时不抗拒了，连连点头。

于是，我们从最简单的笔画写起，横、竖、

撇、捺……我在网上找到教学视频，和大宝一

起看，然后，我先写，大宝再写。“这一横写得

比之前好。”“今天比昨天更认真了。”……我

的肯定让大宝获得了信心。“ 加油，我是可以

的！”他攥起小拳头，也给自己鼓劲。

为了巩固练习，我和大宝约定每周进行

“写字比赛”。我对他说：“妈妈和你一起练

字，我写两行，你写两行，然后拿去让爸爸评

比，看谁写得更好。胜出者可以收到小礼物，

行吗？”听到我这样说，大宝顿时有了兴趣。

第一周，我们比赛写“土”字。上面的短

横不能写得过长，那一竖的起笔与短横之间

的距离、与短横和长横之间的距离要差不多，

整个字才匀称好看。我故意写几个不合格的

字，或是上面的横比下面的横长，或是把竖写

得有点歪。大宝写的时候，我在旁边提醒要

点，他写得比较慢，我鼓励他：“你写得越来越

好了，一鼓作气，很快就可以写完了。”他本就

是一个自信开朗的孩子，受到鼓励，就更愿意

坚持下去。

写完了，大宝一把拿起本子，一边冲出

书房，一边大声叫爸爸来评判：“爸爸，快

来看看，我和妈妈谁写得漂亮？”老公拿起

来看了看，说：“妈妈写的这两行更漂亮。”

糟糕，大宝一听，脸色立马难看了，我赶紧

给老公使眼色。老公心领神会，赶紧说：“爸

爸刚才说的是整体上看妈妈写得更好，但妈

妈有几个字没写好，你看，这一横就写得太

长了！”他又接着说：“大宝写的这个‘土’，

横写得特别平，竖也写得直，两横的距离把

握得很恰当。这次比赛，大宝胜出！”大宝

一听，开心地跳了起来，说：“我赢了！妈

妈，我赢了！”我和老公相视一笑，从此以

后，大宝练字的劲头更足了。

和大宝“比赛”的过程，让我体会到孩

子有他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学习上遇到困

难，父母要想方设法帮他克服，这样，孩子

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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