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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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周末，女儿都会去同一个小

区的姑妈家里与表姐一起做作业。这

天，从姑妈家回来，女儿就钻进了自

己的房间，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出

来，闷声扒拉了几口饭，又回了房

间。

“闺女怎么了？看起来闷闷不

乐。”爱人问我。连素来神经大条的爱

人都看出女儿的反常，我这个当妈的

自然早就察觉到了。收拾好碗筷，我

叩开女儿的房门，温柔地问她：“发生

什么事情了吗？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开

心。”一开始，女儿只是沉默，不肯说

话。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女儿才告诉

我：在回来的路上，她弄丢了最喜欢的

一支笔，那是姑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我是不是太蠢了？”女儿懊恼地

说，“我记得每次用完我都把笔放回笔

盒里了，难道这次忘了放回去？可是，

即使放在书包的外层，也不应该丢

呀。是不是我在路上蹦跳的时候丢

的？”女儿絮絮叨叨地说着，眼泪都快

流出来了。我赶紧安慰她：“没关系，

你要是喜欢，回头我再给你买一支同

样的笔。”可是，女儿似乎听不进去我

的话，她仍旧沉浸在后悔和自责中，嘟

囔着：“都怪我不小心，早知道我就慢

慢地走路，不跑也不跳了。……”

女儿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为已

经发生的、无可更改的事实而一再自

责。虽然这算得上是一个失误，可是

汲取教训，争取以后不再犯，不就可以

了吗？这样后悔、哭泣有什么用处

呢？我不禁为女儿面对过失时的处理

方式而担忧。

几天后，我和女儿坐在客厅里看

电视，也许是看得太过投入，她不小心

打翻了面前的橘子罐头，橘子撒了一

地，汁水流得到处都是，女儿的裙子也

弄湿了。……

看着眼前的一团糟，我忍不住嚷

嚷起来：“哎呀，你怎么搞的？看看你，

弄成这样子，这可怎么收拾！”女儿原

本平静的脸一下子变得神情紧张，她

不知所措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

怎么这么笨啊……”

听到女儿的话，我顿时愣住了，突

然明白了什么——也许女儿沉浸在过

失里不断纠结的根源在我身上。我曾

对女儿讲过“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的道理，既然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哭

泣也无济于事。可是，每次女儿犯错

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发火，对她横加

指责。如此，即使她原本可以坦然面

对过失，也会因为我的责备而变得情

绪紧张。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为错

误哭泣”的习惯。

“宝贝，这只是一个小失误，擦

一下桌子、拖一下地板、换下你的脏

裙子就行了。以后注意一点，就能避

免。”我揽着女儿的肩膀，尽量用柔

和的语调说道。女儿看着我，似乎不

敢相信。

将客厅收拾干净后，我笑着对女

儿说：“这件事过去了，咱们接着看电

视吧。”女儿坐回沙发，神情放松地接

着看电视。

很多时候，家长总是为孩子的各

种问题而忧虑，但其实这些问题的根

源很可能在我们身上。想让孩子学会

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家长自己要

先学会不为“打翻的牛奶”发火，言传

身教，让孩子学会用洒脱从容的心态

去面对人生路上的每一次失误。

一年一度的学校社团活动

报名开始了，早上老师发了消

息，我的心就开始悬着了。果

然不出所料，下午放学，儿子见

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妈妈，今

年，我要报田径，你可一定得给

我抢上啊！”看着他那恳切的目

光，我没有说话，心里却是一百

个不愿意。

“已经三年级了，还跑啥？

现在的时间多珍贵，不抓学习，

还瞎折腾什么呢？”“就算要学点

什么，那也必须是才艺，有个文

艺活动啥的，还能上台展示。”朋

友们的话让我深表认同。

吃完晚饭，我决定做一个

“偷梦人”，把孩子不切实际的

想法扼杀在摇篮里。可道理讲

了一大堆，他只回我一句：“我

喜欢跑步！”没办法，拗不过，只

能采用“缓兵之计”，先给他报

名，让他自己知难而退。我已

经打听过了，田径队的训练辛

苦且枯燥，很多孩子没上几节

课就受不了了，改选了别的。

那样最好，省得我费口舌。

果然，几节田径训练后，出

了校门，儿子就像蔫了的茄子，

问什么都懒得回应，回家第一

件事情就是倒头睡觉。每次训

练，爬楼梯20趟、操场跑10圈，

能不累吗？不到一个月，很多

孩子就退出了，要么去打篮球，

要么去踢足球，趣味性更强一

些 。 是 啊 ，跑 步 有 什 么 意 思

呢？我趁机说：“咱们也换一个

轻松点的吧。”但儿子不打算放

弃，说喜欢速度和激情。好吧，

死鸭子嘴硬，那就拭目以待。

一两个月后，儿子竟然适

应了这种高强度训练，对田径

课还十分期待。放学路上，不

是说老师夸他耐力好、跑得快，

就是让我猜他跑 300 米用了多

少秒。眼看他越陷越深，我敲

打他：“你看你跟那些有天赋的

孩子的差距可不是一两秒，咱

们浪费时间练习这个干啥？又

没什么用！”儿子瞬间不再说

话，神情从兴奋变得落寞，我的

心情也很复杂。

说实话，儿子自从参加了

田径社团后，改变是肉眼可见

的。他开始注意健康饮食，减

少了吃零食和喝饮料的次数；

晚上做完作业，还拉着爸爸一

起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运动

锻炼体能；周末，我们还在睡懒

觉，他已经照常起床，绕着小区

开始跑圈儿了……很多时候，

我心里对他是很佩服的。

一学期过去了，儿子对田

径的热爱一如当初，说下学期

还要继续。看着他的变化，我

有些动容，也渐渐地释怀了。

我不再去纠结他是不是有天

赋，这件事有没有意义、是不是

在浪费时间。我在心里问自

己，一个 8 岁多的孩子，喜欢跑

步，愿意专注于跑步，为了能跑

得更快，控制饮食、锻炼体能，

用一天天的坚持靠近自己的梦

想，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天赋？

更重要的是，他做这件事情的

时 候 是 快 乐 的 ，是 奔 向 希 望

的。作为家长，我怎么能因为

一些功利想法而阻止孩子追逐

自己的梦想呢？我决定不再做

孩子的“偷梦人”。

“一双舞鞋”背后的故事
镜头缓缓推近一双磨旧的舞鞋，

稚嫩的手掌捧起舞鞋，妈妈鼓励的话

语在画外响起：“宝贝，不要紧张，好

好发挥。”这支取材于真实生活的短

片名为《会发光的舞鞋》，川师绵竹附

小“家校电视台”以学校枫灵舞蹈队

真实经历为蓝本，用视频的方式讲述

了学生青梓柔在家庭和学校的共同

支持下追逐舞蹈梦想的故事。

彼时，热爱跳舞的青梓柔入选了

校舞蹈队，即将代表学校参加大型舞

蹈比赛。但排练舞蹈需要耗费大量

精力，青梓柔爸爸担心女儿因此耽误

学习，坚决反对，矛盾一触即发……

观察到青梓柔反常表现的老师马上

联系家长，邀请孩子爸爸走进校园，

体验孩子们丰富的素质教育课程与

活动。

及时、积极的家校沟通带来了好

的转变，青梓柔爸爸开始支持女儿的

舞蹈练习，帮她清洗舞鞋、接送她去

排练、去现场观看她的演出……看着

孩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青梓柔爸爸

明白了，学习远不止成绩与分数，多

元尝试、提升综合素养，更有助于孩

子的全面发展。

“短片《会发光的舞鞋》记录了家

校之间通过沟通消除分歧、和谐共育

的真实历程。”短片总导演、川师绵竹

附小校长夏时江说，“家校电视台”以

校园影视为载体，讲述教育故事，让

家校协同自然发生。

“我在短片中扮演青梓柔同学的

妈妈。”家长吴倩是学校“家校电视

台”的一员，她回忆道，《会发光的

舞鞋》 实景拍摄只用了两三天，从

剧本策划、演员选拔到摄录制作，

均由家长、教师、学生协作完成。

片中很多情节都曾在他们的实际生

活中发生过，青梓柔同学本色出

演，情绪感染力强，呈现效果也很

自然。参演后，吴倩感慨地说：“原来

教育可以如此生动。”

这一“小切口”的家校故事获得

了广泛好评，该片不仅在省级校园影

视教育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中荣获一

等奖，更在家长群体中引发强烈共

鸣。一位家长在学校视频号留言区

写道：“这不是电视剧，是发生在我们

身边的教育纪实。”

“全员主创”的运作模式
“校园影视创作不能是学校‘自

说自话’，从单向传播到多维对话，才

能捕捉到更生动的教育瞬间，激发出

更鲜活的教育思考。”川师绵竹附小

行政办公室主任许定强介绍，“家校

电视台”运用了“双镜头”叙事模式：

以“学校分镜”记录课堂实况、活动日

常、学生成长；由“家庭分镜”补充校

外实践、生活碎片、亲子互动等教育

瞬间，双向呈现，共同组成“家校电视

台”的影像素材库。

除此以外，学生也是“家校电视

台”主创团队中的重要主体，他们不

仅是被拍摄的对象，也是校园故事的

讲述者与记录者。

在川师绵竹附小，开设有针对五

六年级学生的“记者社团”和针对三

四年级学生的“主持社团”，学校会根

据孩子的年龄阶段、能力水平、个人

爱好分别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川师

绵竹附小“家校电视台”负责教师申

梨表示，在新的学期，学校还开设了

一个覆盖一至六年级的“编辑社团”，

培养学生新闻写作、编辑策划方面的

技能、技巧。“最近，我们发起了‘微观

校园’主题征集活动，聚焦孩子们眼

里的校园特色，收到投稿后，教师会

及时反馈，指导孩子修改、调整。‘家

校电视台’还会将其中令人耳目一新

的作品‘影视化’，用孩子的口吻讲述

出来。”申梨介绍。

为更多的孩子提供锻炼的机会、

开放展示自我的舞台，是“家校电视

台”建立的初衷。“在创作影视作品的

过程中，不论台前，还是幕后，孩子们

都积极地报名参与，因为他们觉得拍

摄的过程和最后的成片，都是在讲他

们自己的故事。”申梨说。

许定强介绍，为了呈现更优质的

作品，学校配备了许多专业设备，能

够满足摄影、录制、剪辑的各种需求；

家长“导师团”具备职业专长，自愿为

孩子教授知识，协助教师完成前期策

划、后期制作等具体工作。得益于这

两个方面，“家校电视台”开办得如火

如荼，以“全员主创”形式产出的影视

作品，成为展示、传播校园文化的重

要窗口。

家校互动中的“良性循环”
从家长随手拍的“成长碎片”，到

体系化的影视课程，川师绵竹附小的

教育变革始于“家校协同中心”的建

立。2022 年，学校建立“家校协同中

心”，向家长敞开大门，家长可以随时

进校体验学生的学习生活，也可以以

“职业导师”身份走进课堂，为学生分

享行业知识。同时，寒暑假期间，学

生还在家长的带领下，深入体验交

警、法官等职业。

“家校协同，才能赋予教育更多

的可能性，学校要学会向家长借力。”

夏时江说。

2024 年，学校决定组建“家校电

视台”，擅长“随拍”“随记”的家长主

动要求加入团队工作中。于是，学校

以“班级推荐、家长自愿、公益服务”

为原则，邀请家长加入班级、年级的

项目小组，每个班级至少吸纳两名家

长代表，与教师一起组建起“微团

队”。每次认领任务后，“微团队”会

根据各自所长进行组内分工，完成主

题策划、摄影录制、新闻采编以及专

业技能培训等具体工作。

李露平曾邀请学生到绵竹市融

媒体中心参观，本职工作是记者的

她，从学校微信公众号了解到要开办

“家校电视台”的消息后，立即报了

名。“‘家校电视台’的建立能为孩子们

提供更多学习机会，我也希望能为此

献一份力。”李露平说。

像李露平这样具备能力和热情

的家长很多，专业力量持续汇聚，

催生出“新闻直通车”“童说节气”

“附小英语秀”“家庭小书架”等日

常栏目，由全校师生、家长共同参

与、定期更新。申梨说：“将镜头对

准学生的日常课程与实践活动，不

仅能促进家校互动、减少家校矛

盾，也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被看到

的机会，在课堂内外留下属于自己

的成长特写。”

“学校的校园影视作品取材于生

活、融合于课程，得到了家长、教师、

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形成了有助于学

生发展的良性循环，也使学校的校园

文化建设与传播越做越好。”许定强

说，如今，这个成立仅一年的教育平

台已经开启新的篇章。今年，孩子们

将化身“小小文化推荐官”，走出校

门，用镜头探访绵竹年画村、绵竹市

博物馆等地，展示与传播绵竹文化的

魅力。

开学季，文具店里熙熙攘攘，

家长们带着孩子挑选新学期的书

皮。我和女儿也不例外，提前备好

牛皮纸书皮和配套的透明塑料封

套，准备为新学期的书本穿上“新

衣”。

女儿领回新书后，我们总要洗

净双手、擦拭桌面，确保新书纤尘

不染。女儿按照学校的要求，将作

业本、家庭本和课堂练习本一一分

类，课本也按大小整齐码放。我用

订书机仔细钉牢每本书的边角，防

止日后翻阅时书页散落。

接下来，我们对照着尺寸，撕

去牛皮纸书皮中间的双面胶条，将

本子稳稳地贴上去。然后，将两条

长边对折过来，下端也折上来。成

品书皮设计周到，不仅印有学校、

年级、班级和姓名的位置，整个包

覆过程也快捷又方便。套好书皮

后还要加一层透明塑料封套，这

样，即便用上一学期，里面的牛皮

纸书皮依然新崭崭的。

学期结束时，我会将女儿的书

皮全部取下，用湿巾仔细擦拭塑料

封套，妥帖地装袋保存。待到新学

期，需要上交的作业本用新书皮，

课本和家庭本则循环使用旧书

皮。虽然整旧如新，女儿却噘着

嘴，不太高兴。

于是，我便给她讲起我学生时

代包书皮的往事。那时，父亲买回

一大张牛皮纸，总要反复捋平褶

皱，拿着书本比画计算，琢磨如何

折叠才能物尽其用。规划妥当后，

父亲将书置于纸中央，四边各留 5

厘米左右的余量，利落地裁去书脊

两端多余部分。然后，他先沿书的

横边或竖边内折，将4个书角折成

标准的等腰三角形，再层层收

边，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尽管白

天的农活已经让父亲筋疲力尽，

他却始终耐心细致，把书皮包得

工整、漂亮，连老师都拿我的课

本当示范，让包得粗糙的同学观

摩学习。

随着渐渐长大，我和哥哥开始

懂得心疼父亲。新学期时不再眼

巴巴地等父亲归家，而是自己动

手，将还能用的旧书皮取下来，套

在不需要上交的课本上。需要交

的新作业本，我们便学着父亲的样

子裁纸、定边、折角，虽然包得不那

么美观，但总算能让父亲少些操

劳。为了让旧书皮能多用几学期，

我和哥哥越发爱惜课本，渐渐将这

份惜物之情刻进骨子里。

女儿听完我的话后若有所思，

她懂事地说：“妈妈，以后我的书皮

也要循环利用，既环保，又能让你

少些辛苦。”望着她认真的小脸，我

欣慰地点了点头。我知道，那些

藏在书“衣”里的节俭美德与深沉

爱意，穿过岁月长河，在这一刻

悄然延续。

不为“打翻的牛奶”发火
■ 张君燕

不做
“偷梦人”

■ 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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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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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师绵竹附小创建“家校电视台”——

让让““家家”“”“校校””镜头对准同一方向镜头对准同一方向
■ 本报记者 马晓冰（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李老师，新闻线索该去哪里
找？”“该怎么与采访对象交流？”……
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绵竹小学校（以
下简称“川师绵竹附小”）的课堂上，
一场别开生面的问答活动正在进行，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绵竹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李露平提问。作为记者与家
长，李露平已多次受邀到学校为学
生、教师展开培训。

自2024年学校“家校电视台”
成立以来，李露平等百余位家长陆续
加入校园影视教育团队，教师、家长、
学生三方携手，各展所长，用影视创
作架起共育桥梁，探索协同育人的新
方式。

同学们正在认真地进行短片拍摄。

丰富的“家校电视台”活动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