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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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周末回家，刚推着行李

箱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拿起6

天未见的手机，说要看看信息。

隔着一间屋子，我倚床而坐，目

光在书本上游移，脑海中却浮现

出儿子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不断

滑动的画面。时钟嘀嗒嘀嗒，每

一次跳动都敲在我的心上。高

中学业紧张，他的作业什么时候

开始做？做完作业还有预习、复

习的时间吗？到底还要看多久

手机？这几个问题在我脑子里

交替出现，终于逼得我站起来，

走到儿子面前。我故作平静地

提醒他：“已经下午3点钟了，你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做作业？”“看

完了，就早点去做作业吧。”

沉浸于各种信息的儿子抬

起头，一脸茫然地望着我：“你刚

才说什么？”我用平和的语气重

复了一遍。儿子回答我：“知道

了，我等会儿就去做。”“等会

儿”，看来他不会立即放下手机。

我回到卧室，目光继续在书

本上游移，脑海中仍是儿子刷手

机的画面。当我第 N 次走到儿

子跟前提醒时，忍耐许久的儿子

不耐烦了，他说：“我会去做作业，

我自己知道，你不要总是催我。”

晚上，儿子在客厅做作业，

不时拿起手机倒腾一会儿，或是

换一首歌，或是打开听书软件，或

是看看聊天软件上的信息。有

时他放下书本，直接告知我他要

玩一会儿，进入视频网站看各种

搞笑视频。我假装在茶几上取

水果、零食，或穿过客厅去干点什

么，用余光看儿子有没有放下手

机。我极力压住自己升腾的愤

怒情绪，提醒儿子：“专心点，做完

作业再看，好吗？早点做完了去

睡觉，明天还得早起呢。”

第二天早晨，儿子还在酣睡

中，我的提醒准时响起：“赶快起

床，再不起床早饭就凉了。”儿子

吃早饭时，我将煮熟的鸡蛋递到

他手中，又提醒道：“把鸡蛋吃

了。鸡蛋有营养，每天至少吃一

个。”儿子抬头瞄我一眼，然后低

头继续扒饭，说道：“放在那儿，

我等会儿再吃。”儿子不爱吃煮

鸡蛋，所以，那些快将他耳朵磨

出老茧的话，他并不当回事。于

是，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

醒他，直到他以不悦的语气顶撞

过来。

儿子返校前两个小时，我的

提醒变着花样轮番登场：“你作

业做完了吗？”“你什么时候收拾

行李？”“你还不收拾吗？5点就

要出发了。”……

一整天，爱的“提醒”轰炸式

地对准儿子，儿子不产生厌烦情

绪才怪。我呢？完全是自讨没

趣。

我最近学到一个理念：教育

受阻，则停。同频才能共振。父

母和儿子处于对立面时，什么样

的“提醒”他都听不进去，再多的

爱他也看不到。

父母再忙也要参与孩子的

成长，基本上成了所有父母养育

孩子的一种共识。然而，在孩子

的成长舞台上，一些父母总是习

惯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指指点点，

自以为是爱的“提醒”，实则是试

图对孩子的“演出”进行各种干

预，让孩子生厌。孩子才是成长

舞台上的主角，家长不能频繁地

冲到台上。爱的“提醒”，必须把

握好尺度。

“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以后

一定要怎么样，只要他们身心健

康就好。”只要有空，代国宏就会

带着孩子一起游泳。因为他知

道，健康的体魄才能支撑孩子去

追求和实现他们的梦想。一旦

身体垮了，其他的一切都将失去

意义。

“在孩子年幼时，他们或许

还无法真正理解和体验何为热

爱、何为坚持。”代国宏感慨道。

因为很多时候，热爱与坚持是相

辅相成的，坚持让尝试成为了热

爱，而热爱又促使人持之以恒。

就像他自己，最初选择游泳只是

为了身体康复，并非真正热爱。

但在坚持的过程中，他发现游泳

让他身心愉悦，最终深深爱上了

这项运动。

除了身体健康，代国宏也

非常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他

坦言，面对命运无情的打击，

自己也曾茫然、不知所措过，

但 这 些 最 终 都 转 化 为 接 受 现

实、勇敢抗争的力量。“父母应

从小事做起，一点一点增强孩

子的心理韧性。”代国宏表示，

父母应该让孩子明白，生活中

的困难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培养孩子勇于尝试和探索的精

神，能够让他们在挑战中不断

成长。

“保持身心健康，不断学

习，增长知识和智慧，是我们

每个人应该追求的。”过去的种

种经历让代国宏明白，不断地

学习、实践与探索，不仅让他

的认知与能力得到提升，也让

他 能 在 社 会 、 家 庭 需 要 的 时

候，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更

多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更

好地应对各种事情。

代国宏从不避讳身体上的

残缺，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

“普通人”。当孩子问他为什么

没有腿，以及怎么上卫生间、怎

么上楼梯、怎么开车等问题时，

他 都 会 用 实 际 行 动 来 回 答 孩

子。在他看来，有些事不需要遮

遮掩掩，只要父母做正确的引导

和真实的呈现，孩子是能够理解

的，这样的家庭氛围就是最好的

教育方式，也将对孩子的成长产

生深远的影响。

“有时候需要跨越的，不仅

是眼前看得见的障碍，更是内

心深处的某一道坎儿。只有勇

敢地面对并克服内心的恐惧，

才能真正地成长与进步。”代国

宏说。

我家小公主慧慧今年4岁，却成

了个不折不扣的“零食控”。每到正

餐时间，她就四处躲藏，对饭桌上的

美味佳肴视而不见，唯独对那些五彩

斑斓的糖果情有独钟。我使出浑身解

数，从变着花样做菜，到讲动听的故

事哄她吃饭，甚至不惜以“断零食”

相威胁，可慧慧依旧我行我素，不为

所动。

无奈之下，我决定效仿老妈当年

的“狠招”——让她尝尝“饥饿”的滋

味，并且还必须得通过劳动来“挣

饭”。这招，可算是我的“杀手锏”了。

那天中午，面对我精心准备的一

桌佳肴，慧慧依旧一副“我不饿”的

倔强模样。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

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又坚定：“慧

慧，你要是不吃饭，那今天就得饿肚

子了，妈妈可不会心软，给你任何零

食吃。”

慧慧似乎不把我的“警告”当回

事，依旧沉浸在她的玩具世界中。但

我心意已决，非要让她明白“不吃饭，

就得挨饿”的道理。于是，午餐时间一

过，我便毫不留情地收走了所有的饭

菜。这下，慧慧有点着急了，她欲言又

止，我却故意装作没看见。

整个下午，女儿都格外安静，还

不时地走到我身边，用那双水汪汪的

大眼睛盯着我，仿佛在说：“妈妈，

我饿了。”我虽然心疼，但也知道这

是教育她的关键时刻，不能心软。于

是，我每次都轻轻地摇摇头，告诉

她：“慧慧，记住，不吃饭的后果就

是挨饿。”

终于，熬到了晚餐时间，慧慧再也

忍不住了。她跑到我面前，紧紧拉住

我的手，央求道：“妈妈，我好饿，我想

吃饭。”看着她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我

心里不是滋味，但让她学会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更重要。

于是，我故作神秘地告诉她：

“慧慧，你想吃饭也可以，但‘一日

不做，一日不食’，得做家务来换取

哦！”慧慧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她重

重地点了点头。

我给她安排了一个任务——剥

蒜。这对慧慧来说并不简单，我给她

示范后，她便行动起来，笨拙地拿着

蒜瓣，一点一点地剥皮，虽然速度很

慢，但态度却很诚恳。当她把剥好的

蒜瓣交给我时，上面布满了她的杰

作——好多指甲抠出来的凹凸不平的

小坑。

我给她煮了一小碗面条，往日的

“零食小公主”接过碗就大口大口吃起

来，满足的模样仿佛是在品尝世间最

美味的食物。

从那以后，慧慧就像变了个人似

的。每顿饭，不用我提醒，她就自觉坐

在桌前，津津有味地享受餐食。当然，

她仍然需要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家务来

“挣饭”吃，比如饭后收拾地上的米粒、

出门时提上垃圾袋、帮忙把洗好的餐

具放回碗柜……为了让她更好地参与

家务劳动，我还特意为她准备了儿童

扫把套装和儿童拖布。

就这样，“挣饭”成了慧慧每天乐

此不疲的事情。而我也终于松了一口

气，让我头疼不已的不吃饭问题得到

了圆满解决。看着慧慧在劳动中快乐

成长的样子，我深感欣慰。

女儿读初二。一次，我受邀参加

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有一项活动内容

让我感触颇深。

这项活动是“我向家长说句心里

话”，要求学生把平时不方便对父母

说的话写下来，交给学校的心理辅导

老师。据班主任介绍，同学们写的

“心里话”包罗万象，有人写下“妈

妈平时工作辛苦了，谢谢您”的话

语，有人留下“爸爸，不要熬夜，少

喝酒”的劝诫，也有人表达“寒假期

间别管得太严，想好好玩个痛快”的

心声。我女儿的留言别具一格：“爸

爸，请不要总以对待小朋友的态度对

待我，我已经长大了。”

看着女儿清秀的笔迹，我感动之

余，也深刻地反省自己。女儿已经是

初中生，不再是我眼中的小丫头，她对

身边的人和事有着自己的见解，我应

该更尊重她。

记得她刚上幼儿园时，早晨，我

给她穿好衣服后，就亲一下她的小脸

蛋，说：“宝贝女儿要上学啦。”几天

后，女儿早起时便不让我给她穿衣服

了，吵着要自己穿。我当然很高兴，

以为她上学后慢慢学着自立了，不由

得夸赞她：“我女儿懂事了，会自己

穿衣服了。”谁知她说：“爸爸，你脸

上有刺！”我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脸，

果然很扎手。原来，我早起还没来得

及刮胡子，胡茬像芒刺一样扎人。女

儿还不知道“胡子”这个词语，以为

是刺。

女儿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但也

会因一件小事埋怨我很久。那是一个

周末，女儿跟我说，她要和几个要好

的同学相约去逛街。看我很犹豫的样

子，女儿向我说明了同行人、购买物

品、逛街区域以及时间，并保证按时

回家。经不起她的软磨硬泡，我勉强

答应，再三强调注意安全。周日上

午，女儿出门后不久，我便根据她说

的区域，偷偷赶过去，想“暗中”保

护她。经过不懈寻找，我在一家奶茶

店门口看到了女儿和几个穿着校服的

小女孩正喝着奶茶谈笑风生。我按捺

不住，走了过去，微笑着说：“同学

们，你们想吃什么，叔叔请客。”孩

子们齐刷刷地望向了我，女儿很是意

外，大声说：“爸爸，你竟然跟踪

我，我已经长大啦！”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鲁莽，留下一句“你们都早点

回家啊”，便匆匆离开。

如今，反复阅读女儿的这句“心里

话”，让我眼眶湿润，曾经天真可爱的

小丫头，已经长成一个拥有独立思想

的青春少女。我想，深沉的父爱永恒

不变，但表达的方式需要改变，有时应

该果敢地松手，给孩子一片自由飞翔

的天空。

爱的
“提醒”

■ 张绍琴

零食小公主“挣饭”记 ■ 李幸

女儿的心里话 ■ 张文美

乐观与坚乐观与坚持持
让孩子受益终生让孩子受益终生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小学阶段是孩子从幼儿走向少年的关键时期，面临
着身体的成长、心理的变化、自我认知的初步构建等一
系列问题。在这个阶段，家长该给予孩子怎样的教育？在
成都市“武侯家长学堂”公益讲座中，全国残疾人游泳锦
标赛百米蛙泳冠军、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发展研究与指
导中心生命教育导师代国宏为家长们分享了自己的亲
身经历和教育理念。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双腿，还能去想去的地

方吗？”现场，代国宏从一句提问开始，讲述他从

失去双腿到重获新生的历程。

从小，母亲就告诉代国宏，无论遭遇什么事

情，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虽然当时年幼的他

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始终遵循着母亲

的教诲。代国宏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突如其

来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代国宏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12日那天

中午，他和同学们还在寝室里嬉笑打闹，然而，

短短几十秒过后，他就体会到了灾难的无情和

生命的脆弱。

历经 50 多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消防员从

废墟中将他救出。活着，就意味着希望。然

而，为了保住性命，他不得不截去双腿。“如

果遇到这样的不幸，你们能否坦然接受？又如

何引导孩子去面对？”在代国宏看来，任何父

母面对这样的打击都难以承受，当年他的母亲

亦是如此。

当得知儿子的双腿再也无法复原时，代国

宏的母亲悲痛万分，但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

子，她停止了以泪洗面，转头安慰起了代国

宏：“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乐

呵呵的。”

截肢手术后，代国宏被转至重庆第三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在接受了50余次大大小小的手

术后，他的伤情终于逐渐稳定下来。“国宏，我们

举全院之力也只有50%的几率救你的性命，如

果不是因为你乐观的性格，我们没有办法一次

又一次把你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出院时，院

长的一番话让代国宏记忆犹新。

“在人生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能会遇到

挑战与困难，甚至遭遇毁灭性的打击。面对挫

折，有的人选择自暴自弃，有的人却能逆流而

上。”在代国宏看来，想要培养孩子积极、乐

观的性格，父母首先要展示自身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孩子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其

次，引导孩子关注身边的人和事，鼓励孩子记

录生活中的开心时刻，让他们学会感恩和珍

惜；最后，教会孩子寻求支持，无论是朋友、

家人，还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向他们分享自

己的感受与经历，这不仅能减轻心理负担，还

能在他人的鼓励中重新找回前进的动力。

18 岁，没有双腿的支撑，

接下来该如何生活？出院后，

摆 在 代 国 宏 面 前 的 只 有 两 条

路：回家，或者回学校。“以我

当时的状态，短时间内根本没

有办法投入到学习中；回家则

意味着从此以后就要过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仿佛看

到了生命的尽头。”自幼要强的

代 国 宏 为 自 己 设 定 了 一 个

“小”目标：尽快康复，让自己

重新“站”起来。

代国宏开始了漫长的康复

训练。医生建议他学习游泳，

增强体力，便于恢复。第一次

下水，当教练松开手，由于头

重 脚 轻 ， 代 国 宏 迅 速 沉 到 水

底。教练把他拎出水面，告诉

他 不 要 着 急 ， 试 着 寻 找 平 衡

感，然后再次将他放入水中。

就这样，代国宏一次次地被拎

上来又沉下去，沉下去又被拎

上来……换做常人，可能早已

打了退堂鼓。然而，代国宏却

坚定地对教练说：“失去双腿

后，无论我当下和未来选择什

么样的道路，都一定比常人更

加艰难。我知道，我唯一要做

的事情就是坚持。”

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他逐

渐能够在水中浮起来了。从 50

米到 100 米，再到能够靠自己

的力量游完一堂课，代国宏在

泳池里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兴

奋的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

这样一段鼓励自己的话：“虽

然 晕 头 转 向 ， 虽 然 呛 了 很 多

水 ， 但 在 水 中 我 却 感 受 到 了

‘如鱼得水’的自由。这是我

受伤后第一次不需要轮椅、不

需要拐杖，可以自己决定行动

的 方 向 和 目 的 地 ， 这 就 是 自

由！”

2009 年 12 月，代国宏正式

加入四川省残疾人游泳队，成

为了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

专业训练的强度更大，为了赶

上其他队员，他一年中有300天

都泡在泳池里训练，每天要游8

公里左右。坚持训练给他的身

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他从饱

受伤病折磨的瘦弱男孩变成了

健康强壮的运动员。在6年的职

业生涯中，代国宏总共获得了9

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

“一个人如果能够坚定不移

地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梦想终

将变为现实。”代国宏认为，在

现实生活中，坚持是让孩子受

益终生的良好品质。他表示，

无论孩子在学习上，还是未来

的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坚

持都能让他们走好当下的每一

步，也走好以后的人生路。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乐呵呵的”

“用坚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保持身心健康，不断学习，增长知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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