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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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怎么又忘了带作

业本？”“怎么回事？你们又没

预习？”“你们今天竟然能忘了

带语文课本？”最近好几个同

学的妈妈都给我打电话，询问

儿子的情况，他们对儿子这几

天糟糕的状况颇为惊讶，因为

儿子在他们的眼里一直是一

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而最近

几天总是出差错，她们就很诧

异，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儿子没带书我是知道

的，没预习我也是知道的，看

着他被老师点名批评、罚站，

我心里也是有些尴尬和难过

的。但，此刻我只能这么做，

因为我要把属于孩子的责任

还给他。

儿子自从上了小学，我这

个曾经的“懒妈妈”便成了一

个勤快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妈

妈”。早晨 6 点，我会准时起

床，做好丰盛的早餐，盛好晾

上，然后喊儿子起来吃饭。给

他的水杯接好温度合适的水，

放好纸巾，将他的一切收拾稳

妥后，我才匆匆地扒拉几口

饭。等儿子吃完，我迅速地背

起他的书包，提起水杯，拉着

他的手送他去学校，直到目送

他进入校园，我才匆匆地赶往

单位。儿子放学后，我顾不上

别的事情，陪着他一道道地做

完家庭作业，帮他认真检查纠

错讲解，按照第二天的课表预

习新课，帮他收拾书包，装好

第二天要用的所有东西。

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儿子

的成绩优秀，也成了众多家长

嘴里的“优秀宝宝”，我一度感

觉很是骄傲。但老公对我的做

法颇有微词：“有些事情你要让

他自己做，不能这么大包大揽

的，容易养成‘妈宝男’，他没有

责任心，你也会很累。”我白了

老公一眼：“什么‘妈宝男’？他

还小，我替他分担一点儿有什

么问题？我看你这分明是羡慕

嫉妒我和儿子的亲密关系。”我

不顾老公的提醒，依旧无微不

至地照顾着儿子，虽然有时候

确实也觉得很疲惫。

时间匆匆而过，儿子马上步入三年

级，我们的生活和学习都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直到有段时间我的工作特别

忙，忙得顾不上他，结果他不是语文书没

带，就是数学练习册忘了拿，打电话让送

去，我虽然生气但也没办法，只能请了假

跑回家拿了书给他送过去。我试图给儿

子讲道理：“你已经长大了，要自己操心

自己的事情，妈妈有时候也忙。……”结

果他压根听不进去，也不觉得这是他的

问题，反而埋怨道：“你为什么不帮我收

拾好，害得我还找老师借手机给你打电

话。”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老公的话这

一刻被验证了：“对孩子太宠溺，什么都

替他去干，不但让他失去了自主性，还让

他失去了责任心和感恩的心。”

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以往的教育方

式，并下定决心改变。那天晚上，儿子做

作业，我不再一道题一道题盯着看，只是

坐在书桌旁静静地看书陪着他。他没预

习课文，忘了装课本，我都强忍着泛滥的

母爱，不再一遍遍地提醒，更不会直接上

手帮他。此后，我更是以工作很忙为由，

拒绝给他送书本，我想他是需要一些教训

来长记性的。果不其然，他一而再、再而

三丢三落四的行为，遭到了老师严厉地批

评教育，不仅罚站，还通报在家长群里。

那天，儿子放学回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

变化，他开始对自己的事情上心了。于

是，我趁热打铁引导他学着收拾整理。这

一次，儿子听进去了，也照着做了。

随后的日子，检查收拾书包，准备水

杯、文具，分类装自己的书，儿子做得越

来越好。老师也特意表扬了他，不但学

习好，生活习惯也好。同时，我也开始刻

意让儿子参与家庭劳动，安排他给阳台

的花浇水，洗自己的袜子、内裤，吃完饭

收拾桌子，洗自己的碗筷等。现在，儿子

表现得越来越主动，我炒菜的时候，他会

帮忙洗菜，包饺子的时候，会帮忙擀饺子

皮，这些让我喜出望外。我问他：“现在

怎么这么乖？”儿子认真回答：“我也是家

里的一分子啊，我有承担家务的责任。

而且，妈妈很辛苦，我也很喜欢帮助妈

妈！”听完他稚嫩的话语，我长舒一口

气。那一刻，我深深地明白，养育一个孩

子没那么简单，不能只是要求他“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生活技能、

交际技能都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培

养他们承担责任的意识，这样，孩子长大

后才不会事事想着依赖别人。

儿子小羽刚上小学不久，我就

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老师语气温

和，却透着无奈：“小羽在课堂上坐

不住，总是东张西望，有时还会自言

自语，影响到其他同学。”听完电话，

我心里有些沉重。我知道小羽活泼

好动，但没想到他在课堂上也控制

不住自己。

放学后，我牵着小羽的手，边走

边问：“今天老师说你上课坐不住，

是这样吗？”小羽眨着眼睛，有些不

解地问：“妈妈，坐不住是坏事吗？”

我耐心解释：“在课堂上，大家都在

专心听讲，如果有人总是动来动去、

说话，就会影响别人。这样好吗？”

小羽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没有回应。

我知道直接说教效果不好。小

羽从小喜欢听故事，于是决定用故

事引导他。

那天晚上，小羽在沙发上玩玩

具，我笑着坐在他旁边：“妈妈给你

讲个有趣的故事，想听吗？”小羽立

刻放下玩具，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

“想听！”

“从前，有一种小虫子，叫‘捣蛋

虫’，特别调皮，总是捣乱，让人头

疼。”小羽听到“捣蛋虫”，眼睛瞪得

大大的，好奇地等着我讲下去。

“有一天，‘捣蛋虫’遇到了一个

叫小轩的小朋友。小轩聪明可爱，

喜欢上学，可每当上课时，‘捣蛋虫’

就会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地说：‘快看

看窗外，多好玩！’小轩听了，总忍不

住动来动去，结果没听清楚老师讲

的内容。你说，这样的小轩能学到

东西吗？”

小羽听得入神，摇摇头说：“不

行，这样他肯定跟不上。”我点头：

“对啊，这‘捣蛋虫’是不是很调皮，

影响了小轩好好上课？”小羽认真地

点头：“对，它总是捣乱，小轩没法专

心听课。”他越说越投入，好像自己

成了小轩。

“那你说，咱们可以给这只‘捣

蛋虫’取个什么名字呢？”我鼓励他

发挥想象力。小羽想了想，拍手说：

“它上课老叽叽喳喳，就叫‘叽叽喳

喳捣蛋虫’！”我笑了：“这名字真贴

切！”

看小羽似乎明白了一些，我接

着问：“那你说，小轩该怎么做才能

打败‘叽叽喳喳捣蛋虫’？”小羽皱着

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

“上课认真听，不理它！这样它就没

办法了。”

“太棒了！”我竖起大拇指，“小

轩也是这样做的，每次‘叽叽喳喳捣

蛋虫’一出现，他就提醒自己：‘不能

被你影响！’最终，小轩打败了‘叽叽

喳喳捣蛋虫’，成了认真听讲的好学

生。”

那天晚上，小羽安静地听完故

事，睡前对我说：“妈妈，我也要像小

轩那样，打败‘叽叽喳喳捣蛋虫’。”

我摸了摸他的头，鼓励他：“妈妈相

信你一定能做到。”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小羽

的确有了变化。虽然偶尔还会走

神，但比以前专注多了。有一天，我

又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这次她语气

里充满欣慰：“小羽最近上课专注多

了，他说要打败‘叽叽喳喳捣蛋虫’，

真是太可爱了。”

为了更好地激励小羽不断进

步，我们一起编织了许多关于“捣蛋

虫”的奇妙故事：总是让小轩的腿忍

不住乱动的“跑跑捣蛋虫”，老是让

小轩陷入白日梦的“糊涂虫”，等

等。每次听完这些故事，小羽都会

自觉反思：“我可不能让它们来影响

我，我一定要专心才行。”

在这些故事的陪伴与引导下，

小羽仿佛踏上了一段充满挑战与成

长的旅程，他努力地与各种“捣蛋

虫”作斗争，一步一步地向着更加专

注、更加优秀的自己迈进。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小羽

会在这场与“捣蛋虫”的较量中不

断取得胜利，成为一个越来越出色

的孩子。

周末，看着女儿百无聊赖地躺

在沙发上，先生不禁皱起眉头：“你

说咱俩这么爱读书，她咋就一点都

不被感染呢？”

说来我也纳闷，女儿自小便是

被绘本“喂养”大的孩子，一岁起，我

们便开始亲子共读。可是很遗憾，

如今她已读四年级了，闲时拆卡包、

玩棉花娃娃、做咕卡……就是想不

起捧书阅读。

专家说，培养小书童，家里书

香氛围要浓，书籍要伸手可得，父

母要以身示范。我家书房有一面墙

的书柜，女儿房间亦有专门的书

架，我和先生闲来无事便会徜徉于

书的海洋……为了让她爱上读书，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和先生展开

了讨论。

不如我们办读书会，攒个“书香

局”？大家一起加入，“内卷”起来！

西方有句谚语：“你可以把马牵

到水边，但是不能强迫马喝水。”那

么，我们就意图再明显一些，让她与

书面对面。

第一期读书会恰逢周日，晚饭

一过，全家便围坐一团。我定好时

间，一个小时后播放“下课”铃声，紧

接着全家进入“自习”模式。5岁的

儿子是被我拉来增加氛围感的，他

尚不识字，只能看画。不过他很投

入，一页一页地翻着绘本版《西游

记》，津津有味地品读。我和先生窃

喜于难得的安宁，迅速沉浸到各自

的书籍里。唯有女儿状态不佳，一

会儿起身倒杯茶，一会儿抓起几片

薯片，甚至试图和弟弟交头接耳，被

我用眼神制止了。

一个小时后，“下课铃”响

起，大家纷纷分享读书所得。儿子

绘声绘色地解说孙悟空怒战混世魔

王，先生有意营造“不甘示弱”的

气氛，抢着分享刘邦和项羽的荥阳

对峙。“当时刘邦分明被项羽射中

了胸部，可他却故作轻松，假装只

是被射中了脚趾，这是为何？”他

特意设置了互动环节，引导女儿动

脑筋。

最后的评比环节，我宣布儿子

获得两枚金币，其他成员每人一

枚。儿子年龄小，又不认识字，能坐

住已属难得，更何况他又读得那么

认真。此举自然也是在刺激女儿，

希望她向弟弟看齐。

果然，第二期读书会女儿兴致

高昂了许多，注重仪式感的她给大

家DIY了入场门票。阅读时她明显

沉下了心，不时执笔圈圈画画，并

且变得乐意分享，我们由此知道了

很多科学“冷知识”，比如苍耳的

种子主要是靠动物传播的，土拨鼠

有着动物界的“最强大脑”，海葵

看上去人畜无害，其实是美丽“杀

手”……

如今，我家的“书香局”已举办

了十多期，儿子翻阅了几十本绘本，

女儿已读完两本书，我和先生也马

上开启新书阅读。铃声响起，女儿

不再如释重负，相反还会像没听到

铃声那般，继续沉浸在书里。有时

先生下班晚，她便略带忧虑地问我：

“妈妈，今天我们还能开读书会吗？”

我想，目的达到了。

至于女儿是为了得到金币，还

是真正爱上了读书，我并不打算深

究。毕竟，相比于种种，更珍贵的是

我们一起共读的时光。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书卷多情，相信这般静谧

与美好，将会刻进我们每个人的记

忆里，晕染成生命的底色，这就足

矣。

成长有温度，观点有
态度

“香港有‘四大天王’，我们班则

有‘四大卷王’。”六年级7班的李季

恒以“内卷”为主题进行创作，风趣

地调侃了班级中的同学与老师。在

他的段子中，老师辛勤努力，“明明

可以依靠颜值博得同学们的喜欢，

偏偏还要依靠才华”；同学也在老师

的影响下“痴迷学习”，不仅在学习

上严格要求自己，还挺进了其他赛

道。上课时，争先恐后地发言；午餐

时，比谁吃得更快、吃得更干净；班

级需要“小志愿者”时，立马举手报

名，冲在为班级服务的第一线……

言语间，班级中其乐融融的相

处日常也浮现在观众们眼前，虽然

“卷”，却没有硝烟，反倒是“卷王”们

携手并肩、相互赞赏，各展所长、一

起进步。李季恒巧妙设计了“谐音

梗”，用“寿司卷”“卷心菜”“瑞士卷”

“花卷”为班级中的“四大卷王”命

名，结合贴切的场景描述，把台下的

同学们逗得捧腹大笑。

“幽默是我的外在，自由才是我

的灵魂”是草西“脱口秀演员”们共

同的口号，在他们的留心观察中，生

活处处是段子；在他们的思考、联想

下，新颖的创意俯拾即是。除了充

满“爱”的吐槽，他们也贡献了许多

令人深思的“金句”。

来自三年级 4 班的“脱口秀演

员”余玥乖巧、可爱，在分享“小学生

交友秘笈”时，她一边温柔地讲述，

一边犀利地吐槽：“友谊的小船说翻

就翻。”“朋友之间没有真正的秘

密。”最后“无奈”得出结论：“在学校

里，对你最忠诚的只有你的作业，因

为，它说不会就是不会，绝对不会骗

你！”场下的小学生们“笑中带泪”，

纷纷表示“真相扎心了”。

生活固然有百种滋味，但我们

可以选择“笑对”。草西的学生与老

师们用“脱口秀”的形式，展现了他

们对日常的观察与思考，以及积极、

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们用“现挂”、

方言、谐音梗、肢体表演、道具辅助

等表演方式，将作品打磨得互动性

十足，恰到好处的“冒犯”让观众在

欢笑之余，也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生活“灵感库”，家庭
“后援团”

四年级7班常宝烨的表演深受

观众喜爱，他在这次校园“脱口秀大

会”中成为了获得拍灯数最多的“爆

梗王”。“文本好”是他脱颖而出的重

要原因。

“报名后，我们翻看‘朋友圈’，

一起回忆趣事，收集可用素材。”常

宝烨的妈妈龙弋说，“他的段子里写

的基本上是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过

的事，有的是‘美丽的误会’，有的是

尴尬的场面，有的是孩子自己的总

结和创意。”

“人情世故，就是你不懂人情，

便全是事故。”常宝烨绘声绘色地演

绎着妈妈的一次“情景式成语教

学”。当初的社交“事故”，已经变成

了带给大家欢乐的故事。

在表演的最后环节，常宝烨竟

然从裤兜里拽出了一双拖鞋。他巧

妙化用“谐音”，告诉同学们：“我们要

改掉拖延的坏习惯，因为有拖延症

的小孩，会变成‘拖孩’。”方言“谐音

梗”产生了很好的喜剧效果。龙弋

表示，这些都是孩子自己的设计，还

邀请她进行现场互动，不论是演员，

还是观众，都沉浸在了快乐的氛围

中。

“男孩不‘难’，还叫男孩吗？数

学题不难，还叫数学题吗？只要我

把这道题做对了，我就是宇宙最强

的小男孩！”开场表演的“脱口秀演

员”是来自三年级2班的谢宇唐，他

毫不怯场，掌握全场节奏，稳定输出

“笑点”，成功将场子“热”了起来。

“那天，我们都没想到他会第一

个登台表演，还在心里为他捏了把

汗。”谢宇唐的爸爸谢梓毅欣慰地

说，“孩子顶住了压力，将应有的水

平发挥了出来。”

台上的游刃有余，来自台下的

反复练习。从报名活动到正式登

台，留给孩子们的准备时间并不算

长。初步定稿后，谢梓毅便陪着儿

子一遍遍地演练，在家中展开“模拟

排练”，爸爸做主持人，妈妈和奶奶

做观众。从上台鞠躬、自我介绍到

收尾的设计，一家人一起帮助孩子

熟悉每一个环节。同时，作为脱口

秀节目的忠实爱好者，他们也为孩

子的语言节奏、肢体配合提供了细

致的建议与指导，力求在有限的时

间内，做最充分的准备。

“虽然他忘记了几个词语和动

作，但是瑕不掩瑜。”回看表演视频，

谢梓毅说。他希望在孩子的成长道

路上，自己能够支持、陪伴着孩子变

得越来越好。

发掘“闪光点”，用快
乐为成长助力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校长

付锦用“行走的‘多巴胺’”形容草西

师生，她表示，佩服老师和同学们观

察、提炼、调侃生活的幽默能力，快

乐更能催生智慧，生产快乐的校园

总有一种别样魅力。

据了解，此次校园“脱口秀大

会”最初由体育教师曹茂森和作为

学校 10 月“执行校长”的五年级学

生共同发起，参演者需围绕“校园生

活”“家庭趣事”两个主题进行独立

创作，来自各个年级的“脱口秀爱好

者”在家长的支持与鼓励下报名参

加。演员们还有自己的专属“后援

团”，一直在台下为他们打气加油、

鼓掌欢呼。

草西首届“脱口秀大会”的

成功举办，既让校园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也让孩子们在活动的参

与 中 得 到 了 锻 炼 。 作 为 学 生 家

长，龙弋认为这次的活动具有创

新性。不仅结合了当下社会的热

点 ， 还 给 予 了 孩 子 们 展 示 的 舞

台 ， 锻 炼 了 他 们 的 文 本 创 作 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现场应变能

力，以及心理素质，有助于孩子

综合素养的提升，“而且，孩子们

乐在其中。”

谈及孩子的成长，成都市草

堂小学西区分校教师贾振振说：

“孩子们的表现带给了我们很多惊

喜。像常宝烨的眼镜、王晨伊与

妹妹的互动等，都是他们这次表

演中的‘现挂’，很开心看到他们越

来 越 勇 敢 地 展 现 自 我 、 享 受 过

程。”

“成绩并不是评价孩子的唯一

标准。”谢梓毅谈道，“学校经常举行

各种各样的活动，鼓励孩子们踊跃

参加，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作

为家长，我们也能够从中观察到孩

子的兴趣、喜好，更好地为孩子的成

长提供支持。”

把
责
任
还
给
孩
子

■

马
晓

打败“捣蛋虫” ■ 段小华

我家的“书香局” ■ 谢小白

■ 本报记者 马晓冰（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当校园生活遇到脱口秀，师生化身“幽默大师”，把自己的日常变成“笑话大全”，绘声绘色地演绎出来，让校园
里充满“快乐能量”……不久前，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以下简称“草西”）举办的校园“脱口秀大会”吸引了许
多人的注意。站在台上输出观点、分享笑料的“脱口秀演员”是来自学校不同年级的9位同学和2位老师，他们原
创文本并全程脱稿，每一段表演都收获掌声、笑声无数。本期，让我们一起探秘这场脱口秀台前幕后的故事。

小“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感染了现场观众。

同学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举办首届“脱口秀大会”——

用用““快乐快乐””打开校园生打开校园生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