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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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晚上，儿子津津乐道地讲起班级里的

事情。“爸爸，今天赵xx给班里一个同学起了

外号，叫李xx是‘跳跳鼠’，太好笑了。”儿子边

说边笑，可我却皱起了眉头。我说：“如果有人

给你起外号，叫你这个名字，你心里会高兴

吗？”儿子不高兴地说：“哼，我又不像老鼠，凭

什么给我起外号？”

我说：“那个同学长得像老鼠吗？总不能

是因为那个同学行动敏捷，你们才这样叫他的

吧。”儿子轻声说：“也不像，只不过他有点瘦，

所以，他们才叫他‘跳跳鼠’。”我告诉儿子，给

同学起外号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这样做，

会让被取外号的同学心里很难过。儿子喃喃

地说：“又不是我起的，人家起了外号，我只是

跟着叫而已，我有什么错呢？”

我说的话，儿子没有听进去，我决定要好

好“惩罚”一下他。吃饭时间到了，我大声喊

道：“‘小胖墩’，吃饭了！吃完饭快去写作业。”

儿子听到后，皱起了眉头，冷冷地看着我，说：

“爸爸，你叫我什么呀？”我故意说：“叫你‘小胖

墩’呀。我觉得你长得挺胖的，叫你‘小胖墩’

有错吗？”听我这样说，儿子很不高兴，竟然饭

也不吃，就跑回房间了。

过了好一会，儿子出来了。他对我说：“爸

爸，我知道被起外号的感觉了，真不是滋味。

你以后别叫我‘小胖墩’了，好不好？”我顺势引

导他：“那你们班上的那个同学呢？你以后还

叫不叫他‘跳跳鼠’了？”“我不叫了，明天我还

要让其他同学都不要叫。”儿子坚定地说。看

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还真

管用。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儿子提及班上

同学的外号了。我还听到他给同学说，不要给

别人起外号，起外号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看

来他是真的记在心里，懂得礼貌待人了。

春天的时候，我把一块发芽的红薯埋在了

还未入住的新房一楼的小院子里，很快，它发

出了十几棵红薯苗，我和女儿一起把它们栽到

土里，盼着秋后吃上自己种的红薯。

之后的日子里，女儿经常提醒我去浇水。

霜降过后，红薯秧变成了黑色，该刨红薯了。

看着红薯秧苗下面横七竖八的地缝，我告诉女

儿：“土地下面藏着好几块红薯呢！”女儿不相

信，我拿铁锹来挖，真挖出来好几块红薯，女儿

高兴极了。

怕一次都挖出来吃不了，我决定先挖一

半，剩下的等上冻前再挖。没想到，忙这忙那

的，耽误了挖红薯，白天室外气温已经低到了

零下，土地上冻了，我知道，剩下的红薯不能要

了。

那天，女儿突然想起了剩下的红薯，让我

和她一起去挖。我决定不动声色，陪她去看一

看。我带女儿来到新房小院里，看着那一棵棵

早已不成样子的红薯秧，女儿催促我赶紧挖。

我从地下室拿来铁锹和小铲子，试着挖红薯秧

周围的土，但是土地非常硬，根本挖不动。女

儿从一棵地缝大的红薯秧下手，很快就看见了

红薯了，个头还挺大，但继续挖就挖不动了。

女儿问我为什么，我说：“土冻住了。”女儿又

问：“那红薯怎么办？”我说：“不能吃了，冻过的

红薯就烂掉了。”女儿不相信，非要我挖出来看

看。

我费了很多力气才挖出来一窝红薯，共有

4 块，冻得跟石头似的。女儿看着上面的冰

碴，还不死心，说：“肯定能吃，为什么冻了就不

能吃了呢？”我让她切开一块看看，女儿用小铲

子切开一块红薯，发现里面已经发黑了，只有

三分之一还有些红薯色。女儿失望极了。

回去的路上，女儿责怪我，为什么不早点

来挖剩下的红薯，我也批评自己：“是我不对，

总是找各种理由把挖红薯的时间一再往后推，

结果推到现在，吃不上自己种的红薯了。”说

完，我偏过头去问女儿：“这件事说明什么呀？”

女儿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明有事儿不能往后

推，光往后推就失败了。”我说：“宝贝说得真

好，确实是这个道理，拖拖拉拉就变成‘冻

红薯’了，以后谁也不能再拖拉了，行吗？”女儿

不假思索地回答：“行！”我又问：“那你以前有

拖拉的时候吗？”女儿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有。放寒暑假，我都是先痛痛快快地玩，不着

急写假期作业，弄得开学头一天熬到半夜才写

完作业，这个习惯必须改正。还有，爸爸妈妈

喊我去做什么事情，我答应得挺痛快，就是不

行动，非得喊两三遍才去做，今后也要注意，保

证只叫一次就行动。”我高兴地说：“对，不能养

成拖拉的习惯。爸爸以后也要多注意，下次不

能再当‘冻红薯’了。”

希望女儿能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在现在的

学习中、今后的工作中、全部的生活中，把需要

做的事情及时做好，不做“冻红薯”，不做拖拉

人。

“累死我了！”

“啊，烦死了！”

“真是对你无语！”

你能想象这些话是一个7岁小

男孩的口头禅吗？我和他爸爸非

常纳闷，一家人出去吃饭，还是开

车去的，哪里就把他“累死”了？一

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正是天真无邪

的年纪，是什么让他这么“烦”呢？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无语”呢？

一天，在他又抱怨“累死累活”

的时候，我问他：“西西，告诉妈妈，

是出门玩让你累了吗？还是没休

息好让你很疲惫？”

“没有啊，我出去玩非常开心，

晚上也睡得很好。”小家伙云淡风

轻地说道。“那你为什么总是说‘累

死了’和‘烦死了’？”我追问。

“没有吧？我就随口一说而

已，这还不是跟你们学的吗？”此言

一出，我和他爸大跌眼镜。什么？

我们立马陷入沉思，仔细回想我们

平时的一言一行。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我推门而

入，换好拖鞋后，就“失魂落魄”地

倒在沙发上，“啊，累死我了！”果

然！我是会这么说。吃饭的时候，

我往椅子上一坐，“好累啊！”我确

实说了这句话。洗完澡躺在床上，

“可累死我了！”我还是这么说。好

家伙！小半天时间，这几个字被我

反复“强调”了3次，而我自己却浑

然不觉。反倒是旁观的儿子，天天

像是听“复读机”一般，时间一久，

他就耳濡目染“跟读”了起来。原

来如此！

可是，我说“累”的时候，

是真的很累。长时间高强度的工

作，来回 3 个小时的地铁通勤时

间，以及繁琐的家务事，都消耗

着我的体力和心力，感到累是很

正常的。“口头禅”只是我宣泄情

绪的出口，但如今，和我们朝夕

相处的孩子“鹦鹉学舌”一般将

这些带有负能量的信息吸收进

去，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这让我

们意识到自己言语的不妥。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接下

来，我和孩子爸爸商量，以后在

儿子面前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

行，不要“口不择言”。一次晚饭

时间，迟迟不见孩子爸爸回家，

因为和孩子说好了晚饭后一起去

附近公园散步，我不禁有些心急

烦躁。“这么晚还不回来，真让人

无语！”这句话从我心底涌出，差

一点就脱口而出，幸好我及时

“刹车”，咽了回去。

“爸爸太让人无语了，说话不

算话！”儿子替我发声。“西西，爸爸

肯定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我们再耐

心等一等，好吗？”我赶紧抚慰他的

情绪。“那好吧！”他答应。“西西，我

们以后不说‘无语’了，好不好？”我

抓住时机，想给儿子“上一课”。“为

什么？你和爸爸不也这么说吗？”

他反问。“因为这个词表示‘无话可

说’，不想再搭理别人了，用来形容

别人，有不礼貌的意味，你懂吗？”

我耐心给他解释。“哦，我不知道是

这个意思，那我以后不说了。”儿子

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让我充满自

责，也深感欣慰。

就这样，我和孩子爸爸以身

作则，一边努力纠正自己的不当

言语，一边慢慢帮孩子改掉负能

量的口头禅。孩子爸爸的“烦死

了”和我的“累死了”再也没出

现在我们家。儿子呢？自从我们

循循善诱给他解释了这些词语的

不妥之处后，他欣然接受，并很

快做出改变。

通过这件事，我们对“父母是

孩子最好的榜样”这句耳熟能详的

话又多了一分理解。父母是“原

件”，孩子是“复印件”。孩子如同

一张白纸，后期的色彩大多来自家

庭的熏陶和影响。宽松有爱、积极

向上的家庭氛围，才能让白纸色彩

斑斓，甚至开出花来。“你真棒！”

“太好了！”“你一定行的！”从此，这

些积极向上的声音取代“累死了、

烦死了、无语了”，成为我们家新的

口头禅，它们快乐地在空气中传

播。

不做“冻红薯”
■ 赵向辉

不给别人起外号
■ 颜士州

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口头禅口头禅”” ■ 田野

用榜样教用榜样教育育
引领孩子向阳生长引领孩子向阳生长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榜样”扮演着“润物细无声”的角色，它比说
教更直接，也更具说服力。作为父母，如何为孩子树立正面的榜样？如何
正确地引导孩子向身边榜样学习？本期，我们和眉山市彭山区第二中学
班主任周佩奕一起，就“榜样的力量”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父母
在身教中找到成长契机

“你怎么乱扔垃圾呢？跟你说

过多少遍了！”“快点过来吃饭了，

还在看电视！”生活中，很多父母擅

长使用说教或吼叫式教育，认为口

头教导足够多，孩子就能按照自己

的期望行事，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

“孩子不会长成我们期待的样

子，而会长成我们的样子。”周佩

奕说，想要培养出“别人家的孩

子”，父母先要学会做“别人家的

父母”。

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这

样的场景：有的父母成天沉浸在牌

桌上，却要求孩子放学后立马做作

业；有的父母沉迷于刷短视频，却

要求孩子不准玩手机……“为什么

我要学习，你们可以玩儿呢？”“你

要我做，你自己怎么不做呢？”孩子

的这些话看似幼稚，却从根本上指

出了问题的要害。

“喋喋不休地逼迫孩子，却松

松垮垮地放纵自己，这样的教育

是苍白无力的。”在周佩奕看来，

父母的行为就是自身想法的最直

接表现。一个嘴上告诉孩子读书

很重要，自己却整天打麻将、追

剧的家长，是不会让孩子产生学

习动力的；一个让孩子与人为

善，自己却总喜欢在背后说人坏

话的家长，是不能让孩子真正信

服的。“家长的言行举止，无论好

坏，都会在孩子心中留下深刻的

印象。”周佩奕表示，若我们期望

孩子成长为诚实守信的人，那

么，父母必须以身作则，确保言

行一致。同样，若我们希望孩子

勤奋努力，父母就应展现出对工

作的全情投入，通过自身的实际

行动去影响他们。

周佩奕提到，在陪伴孩子学习

时，许多家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

色。孩子独自在房间学习，家长却

难以放心，要么从门缝窥视，要么

以送水果为由推门而入，看孩子的

动态，这些行为不仅会打断孩子的

学习节奏，还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家长真正应该做的是与孩子共同

成长，在同一时间内从事同样有价

值的事情，不断提升自我，成为孩

子学习道路上的引路人和同行

者。”周佩奕说。

周佩奕表示，教育是一个润物

细无声的过程，父母树立的良好榜

样，会让孩子随时对照、反思自己

的一言一行，不断向父母靠近，这

是一种内在力量的驱动，比讲道

理、时刻监督更能让孩子受用。父

母也应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

调整，真正做到以身作则，与孩子

更好地相处。

同伴
在互助中找到成长动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

调研报告显示，在青少年儿童的

心目中，父母、老师和运动员是

他们最为推崇的榜样，紧随其后

的是同学、朋友等同龄人，占比

达17.2%。心理学研究也表明，随

着年龄的增长，同伴的影响力逐

渐增强，甚至可能超越父母和教

师的影响力。

“同龄人之间往往拥有相似的

经历、兴趣和生活环境，使得他

们更容易理解和认同彼此。向身

边优秀的同龄人学习，可以让孩

子感受到进步并非遥不可及，而

是切切实实可以通过努力达到

的。”周佩奕说。在她的班上就有

这样的案例：一个学生在学习数

学时遇到了困难，高强度的学习

让他产生了倦怠，但当他看到另

一位同学通过不懈努力，从数学

成绩平平到在市级竞赛中获奖

后，深受鼓舞，于是，将那位获

奖的同学视为榜样，重整旗鼓，

努力提升自己的数学成绩。

“家长和老师应鼓励孩子向身

边优秀的人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

对孩子们进行简单的优劣评判，而

是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理

念，让孩子学会从彼此身上汲取优

点，共同进步。”周佩奕说，比如，

小周学习习惯不好，但在写作上总

能别出心裁；小张学习习惯好，但

语文尤其是作文方面有所欠缺，周

佩奕便将这两位同学组成榜样互

助小组。在她看来，构建一个互助

互学的积极氛围比单独督促孩子

学习更有效果。因此，她建议家长

在为孩子寻找榜样时，不要只盯着

班上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应该为

孩子寻找水平相当或者能够取长

补短的“学习搭子”。

周佩奕提醒各位家长，在引

导孩子向榜样学习时，“话术”非

常重要。一些父母在激励孩子

时，往往采用“拉踩”的方式，

比如：“别人懂事乖巧，你怎么老

不听话？”或者“你同桌成绩那么

好，你为什么学不进去？”这种教

育方式不仅无法起到激励作用，

反而可能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引

发逆反心理。

对此，周佩奕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在谈论其他孩子的优点时，家

长应该着重强调他们做了什么，而

不是简单地评价他们怎么样。”她

表示，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恰当的

自我认知，让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关键在于是否

愿意承认并改进自己的短板。当

看到某位同学在某方面做得好时，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我能从中

学到什么？然后，鼓励他们勇敢地

迈出那一步，去尝试改变、挑战自

己，让自己也变得更加优秀。

偶像
在崇拜中找到成长方向

每一个时代的偶像都有其巨

大的力量。如今，“饭圈文化”盛

行，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偶

像观，怎样教会他们甄别、选择

偶像，已成为家长亟待解决的问

题。

“中小学生之所以会产生崇拜

和迷恋偶像的心理，其背后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周佩奕解释道，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自我认同

与角色混乱”的阶段，他们需要

通过家庭和同伴之外的人来确认

自我。偶像作为他们心中的理想

化形象，往往代表着他们所追求

的品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

们可以在偶像身上看到理想的自

我，投射自己的情感、欲望和梦

想。此外，中学生面临学业负担

和升学压力，也在经历身心的变

化、同伴交往的难题、亲子关系

的变化等，他们有可能以崇拜偶

像的方式来逃避现实压力，寻找

自我价值感。

“因此，面对孩子的偶像崇

拜，老师和家长应持尊重、理解

和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通过心

理认同和情感依附的过程来寻找

自我、实现自我。”周佩奕表示，

事实上，如果家长能够充分利用

偶像的榜样力量，正确引导和教

育孩子，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不

仅不会耽误学习，反而可以产生

正面的影响。

周佩奕建议，在发现孩子有

喜欢的偶像后，家长可以主动与

孩子进行讨论，了解他们为什么

喜欢这个偶像；引导孩子从偶像

的职业生涯、个人品质、社会贡

献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挖

掘其背后的故事和正能量；鼓励

孩子根据偶像的特质设定自己的

成长目标，如学习某项技能、参

与志愿服务等；教孩子将对偶像

积极品质的喜欢转化为实际行

动，如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勇

于挑战等；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

维和质疑精神，认识到即使是偶

像也有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能盲目崇拜；告诉孩子偶像不

仅限于娱乐圈的明星，还可以是

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社会

公益人士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

“心有所爱从来都不是一件坏

事。在孩子偶像崇拜的道路上，家

长应积极参与其中，扮演好‘指南

针’角色，引导孩子将崇拜变为动

力，才是最好的追星方式。”周佩奕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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