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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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繁忙的生活里，我们时常会忽

略身边珍贵的小美好——孩子那些

充满奇思妙想的念头。

犹记得那次，我与女儿漫步在熙

熙攘攘的街头，她突然双眸放光，指

着天空激动地喊：“妈妈，你看！那朵

云像不像一座棉花糖城堡，里面肯定

住着好多小精灵！”我顺着她指的方

向看去，微笑着回应她：“哇，宝贝的

想象力太丰富啦！说不定小精灵们

正在城堡里欢快地开派对呢。”孩子

听闻，脸上满是自豪，随即滔滔不绝

地描绘起她脑海中城堡里的奇妙场

景。

另一次，女儿在画画时，将太阳

涂成了蓝色，草地画成了紫色。我并

未如往常那般纠正她，而是饶有兴致

地问道：“宝贝，为什么要把太阳和草

地画成这样呀？”她仰起头，一脸认真

地说：“因为到了晚上，太阳会变成蓝

色的，发出凉凉的光，这样，我们晚上

出去玩就不会觉得热了。草地变成

紫色了，是因为洒了魔法药水在上

面，踩上去就会有动听的音乐声哦。”

我被她这奇妙的想象深深触动，竖起

大拇指称赞道：“你这想法太妙了！

简直就是个创意大师。”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厨房准备

晚餐。女儿看到我把切好的各种蔬

菜放在一起，她歪着脑袋，若有所思

地说：“妈妈，这些蔬菜是在开派对

呢。你看，胡萝卜是穿着橙色衣服的

舞者，西兰花是绿色的大树，它们在

为小番茄公主举办一场盛大的舞

会。”我不禁被她这可爱的想法逗乐

了，回应道：“那咱们可不能打扰它们

的派对，得把它们精心烹饪成美味佳

肴，让它们在我们的肚子里继续欢乐

地跳舞。”女儿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主动帮我把蔬菜整齐地摆放在盘子

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蔬菜们的“台

词”。

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能如此珍

视孩子的奇思妙想。我曾在公园里

目睹这样的一幕：一个小女孩满心欢

喜地对她爸爸说：“爸爸，我想在树上

建一间房子，像小鸟一样住在里面。”

结果，她爸爸不耐烦地说：“在树上住

多危险呀，你就不能想点实际、有用

的东西。”小女孩的眼睛瞬间暗淡无

光，她垂着头，不再吭声。

其实，孩子的每一个看似荒诞不

经的想法，都是他们探索世界、展现

创造力的体现。当我们陪孩子一起

“异想天开”时，不但能让亲子关系愈

发亲密融洽，更能为孩子的成长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造力，让他们自

由地放飞想象力、勇敢地抒发想法，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也敢于冲破常

规。

孩子沉浸在无尽的幻想天地

间 ， 而 我 ， 亦 陶 醉 于 这 场 陪 伴

她 “异想天开” 的美妙旅程，愿这

充满创造力的时光如潺潺溪流，不

断滋养孩子的心田，让她的想象之

花绚烂地盛开。

“这么简单的拼音，你为什么又

写错了？怎么这么粗心？” 我一手

叉腰，一手指着作业，怒斥女儿叶

子。

没想到，叶子丝毫不惧我的

“虎妈”架势，乜我一眼，小手一

抬，“咣咣咣”敲着桌前的小黑板，

说：“妈妈，请注意，看这里，麻烦

你朗读一遍！”

我顺着她的指引望去，小黑板上

的那张卡片仿佛带着魔力，让我的怒

火瞬间平息。我小声地念道：“宝贝，

你一天比一天进步了，你好努力、好

棒！”

转而，我耐心地鼓励叶子：“你

看，虽然错了 5 个拼音，但上周你可

是错了 9 个呢，进步真的很大，要继

续加油哦！”叶子笑眯眯地答应着，干

劲十足地投入到作业中。

我抬眼望向那张 5 厘米见方的

卡片，它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幸福卡

片”，承载着我和叶子之间的一个“魔

法”约定。

去年1月，我和叶子曾爆发过一

场激烈的争执，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叶子对数字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找我要了一张白纸，自个儿攥

着铅笔在上面写起了阿拉伯数字。

我忙着收拾乱糟糟的房间，顾不上理

会她。

不久，她兴冲冲地跑到我面前，

举着那张纸献宝：“妈妈，你快看！我

写了好多数字，是不是很厉害？”我

定睛一瞧，不禁皱起了眉头，语气冷

淡地批评她：“这有什么厉害的？这

么简单的数字都能写错，你看看，3和

5 都写反了，你是在让它们照镜子

吗？”

我越说越气，一句话猛地溜到了

嘴边：“真没用！你能干好啥？”叶子

被我的训斥惊得呆若木鸡。她的笑

容凝固在嘴角，眼眶中闪烁着晶莹的

泪光。

她放声大哭起来，嘴里嘟囔着：

“坏妈妈，你是个坏妈妈！”我面无表

情地注视着她，内心五味杂陈。我朝

她吼：“你做不好事情，还不许我批评

吗？你看看你什么态度！”

叶子哭得越发厉害了，她伤心地

对我说：“妈妈，每个人都有做不好的

事情。我做不好的时候，你能不能换

一种方式对我说呢？”

我愣住了，叶子的恳求深深地触

动了我。孩子探索知识的过程中，出

现错误是难免的。刚才，我没能控制

住自己的急躁，用指责与批评作为回

应，伤害了孩子。想到这里，我深感

懊悔。

我向叶子道歉，并询问她希望我

用什么方式对待她。叶子擦干眼泪，

找来一张小卡片和一支笔，对我说：

“妈妈，我来说，你来写！以后我做不

好事情的时候，希望你用这句话来安

慰我、鼓励我，好不好？”

我暗自震惊。叶子以写“幸福卡

片”的方式，巧妙地反抗并提醒我，告

诉我：当她遭遇挫折时，她渴望得到

妈妈怎样的支持与帮助。

于是，我正襟危坐，一笔一画认

真写下叶子说的话：“宝贝，你一天比

一天进步了，你好努力、好棒！”这句

话，也成为了我们之间的幸福约定。

我将这张“幸福卡片”视若珍宝，

妥善安置在叶子的小黑板上，时刻提

醒我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孩子。

这张“幸福卡片”不仅是我和女

儿之间的约定，更是我成长路上的灯

塔。它让我明白，爱孩子，就要用正

确的方式去鼓励她、支持她，让她在

成长路上更加自信、坚韧。

愿这张“幸福卡片”成为我们母

女之间永恒的纽带，引领我们在爱与

理解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共同书写属

于我们的幸福篇章。

放学回家，儿子兴奋地告

诉我，他得到了一个小奖励。

他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地把攥

在手心里的一枚徽章捧给我

看。

我正打算夸他几句，突然

想起一个问题，便随口问道：

“班里有几个同学得奖？”儿子

还在细细把玩那枚小小的徽

章，漫不经心地说：“我没留意

有几个，反正不少人都得奖了

呢。”我把即将说出口的夸奖咽

了回去，失望地说：“哦，我还以

为只有你一个人得奖呢，原来

那么多人都有奖励。”

儿子把徽章放进口袋，又

用手轻轻拍了拍，心满意足地

说：“不管是我一个人得奖，还

是全班每个人都有，对我来说

都是一样的呀。只要我能得到

就好了。”

“我能得到就好”，这句纯

真的话语，瞬间触动了我。孩

子的衡量标准简单而纯粹：我

喜欢这个东西，并且通过努力

最终得到了它，这难道不是一

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吗？和

别人有没有得到有什么关系

呢？

然而，现实中，太多人忘记

了这条简单的“快乐法则”，把

喜悦、烦恼等简单的情绪变成

了一道道复杂的数学题。

有时，得到了想要的东

西，却不急着开心，而是先盘

算一下有多少人和自己一样，

甚至比自己得到的更好？人数

越多，我们的喜悦就越少。如

果人数无穷多，或者别人得到

的东西特别好，我们的喜悦甚

至会转变为失落和难过。哪怕

那个更好的东西我们并不想

要。

有时，得不到想要的东

西，在短暂的沮丧之后，我们

会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去

数一数还有多少人也没有得

到？人数越多，我们的失落感

就会越少。如果别人的境况更

糟，我们的愁苦便可能会烟消

云散。

或许，我们这些自以为是

的成年人，应该放下那些无谓

的数字，学会像孩子那样，构建

自己的情绪衡量标准，从内心

深处挖掘快乐的源泉，而非依

赖外界的比较来定义自己的幸

福。我能得到就好，别人是否

得到，都不影响我的快乐。

“‘家庭实验室’的奇妙

之处在于，让孩子们在玩乐

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张

宏敏认为，“家庭实验室”不

仅是孩子们动手实践的地

方，更是培养他们科学思维

的重要场所。

她建议，家长在陪同

孩子进行实验时，应着重

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想象

力和批判思维。如，鼓励

孩 子 对 实 验 现 象 提 出 问

题，激发孩子的探索欲；

引导孩子根据已有知识或

直觉提出假设，并设计实

验进行验证，即使实验结

果与预期不符，也要鼓励

孩子分析原因，重新调整

假设或实验方法；实验结

束后，与孩子一起总结实

验过程和结果，讨论实验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和 解 决 方

案。同时，鼓励孩子将实

验 成 果 分 享 给 家 人 或 朋

友，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

表达能力。

老师的引导也非常重

要。张宏敏介绍道：“一方

面，我们会优先选取成功

率高、有趣且参与度高的

实验项目，如使用孵蛋器

孵化小鸡、蔬菜种植等，

激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

面，根据教材内容，选择

在家中易于找到的实验器

材，以布置作业的方式，

鼓励学生回家教家长开展

实验，并记录过程。”“家

庭实验室”的实验内容涵

盖广泛，如三年级的动物

观察，四年级的空气占据

空间实验、点亮小灯泡实

验，五年级的盐水分离和

物体的沉与浮实验，六年

级的电磁铁制作和高塔搭

建等。“现在，我们已经根

据多年开展‘家庭实验室’

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出了

一 套 ‘ 家 庭 实 验 室 ’ 模

式。”张宏敏说。

在张宏敏看来，“家庭

实验室”的创建并不需要

复 杂 的 设 备 和 昂 贵 的 投

资。一张旧桌子、几个塑

料杯、一些厨房调料，甚

至泥土、树叶，都能成为

孩子们探索科学的工具。

“除了上述物品，家长还可

以准备一些基础的科学实

验 套 装 ， 如 显 微 镜 、 量

杯、试管等，让孩子在安

全的环境下进行更深入地

探索。”张宏敏表示，关键

在于家长的引导与陪伴，

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赋予

科学的意义，让孩子在动

手实践中感受科学的魅力。

“当孩子们的创造力被

激发出来，无论未来面对何

种挑战，他们都将以科学探

索的心态去看待问题、思考

问题。”张宏敏说。

“孩子们处于信息爆炸

的时代，不能只是被动地接

受知识，家长和老师应该教

会他们如何去发现知识、使

用知识。”红牌楼小学校长

陈红表示，开展“家庭实验

室”，不但能帮助更多孩子

建立起对科学的兴趣，培养

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

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提

升他们的科学素养，也实现

了良好的家校共育。

“我能得到
就好”

神奇的“幸福卡片”

■ 乔凯凯

陪孩子一起“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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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学家小小科学家小小科学家
从从从“““家庭实验室家庭实验室家庭实验室”””出发出发出发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科学实验是激发孩子们探索世界的钥匙，家庭作为孩子成
长的第一课堂，可以成为一个充满乐趣与发现的场所。在成都
市红牌楼小学，有许多以家庭为单位、以家为活动场所的“家庭
实验室”，通过开展孩子们喜欢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助力他们在
玩乐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

11 月 29 日，久违的阳光驱散了冬日

的严寒，透过云层洒在成都市红牌楼小学

的操场上。43个“和雅家庭实验室”在塑

胶跑道上一字排开，每个摊位前都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

“看一看、瞧一瞧，这里有神奇的‘彩虹

瀑布’，你们想试试吗？”看到3位同学走到

摊位前，卖力宣传的二年级4班学生冯梓

寒立刻热情地招呼他们参与。她一边迅速

准备实验工具，一边清晰地讲解实验步骤

和原理：“色素在油中不溶解，会形成一颗

颗小珠子，又因为食盐的重力大于油和水

的浮力，所以，食盐会带着色素一起下沉到

水中，这样便形成了美丽的‘彩虹瀑布’。”

梓寒妈妈告诉记者，这是女儿第一次

参加家庭实验项目展示。为此，全家还特

意召开了家庭会议，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梓寒是“主理人”，负责确定实验内容；妈

妈是“小助手”，负责购买原料和工具；爸

爸是“记录员”，负责拍摄照片和录制视

频。“在实验过程中，梓寒也曾失败过好几

次，向科学老师求助后，才发现原来应该

使用实验专用色素，而非食用色素。”梓寒

爸爸说。

“孩子在这个活动中的收获是多方面

的，包括动手能力、组织能力、社交技能

等。”看着忙着展示实验的女儿，梓寒妈妈

欣慰地说，“通过实验，她直观地理解了科

学原理，在活动过程中，她还需要向前来

体验的同学介绍实验内容，也锻炼了她的

表达能力。”

和冯梓寒的摊位紧挨着的，是和她来

自同一班级的另外4组“家庭实验室”。统

一的“白大褂”、抢眼的彩虹爆炸头、酷炫

的实验护目镜、充满设计感的海报，再加

上气势十足的红色条幅和憨态可掬的“企

鹅班”班旗，让二年级4班的“家庭实验室”

摊位格外引人注目。

“学生在老师的指导、家长的帮助下，

在家里创建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开展以

观察、制作、实验操作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活

动，老师再筛选优秀的家庭实验进行集体

展示。”学校科学教研组组长张宏敏介绍

说，科学老师会根据学生家庭平时开展实

验的情况，如科学性、趣味性、实用性等，再

结合实验现象是否明显、实验材料是否安

全等条件，筛选出优秀的家庭实验，在“科

技艺术节”上进行集体展示。

“您愿意让科学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

根发芽吗？您希望他们从小就养成善于观

察、乐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习惯吗？在此，

我们向全体家长倡议：请您在家中给孩子

创建‘家庭实验室’！”5年前，一封关于创

建“家庭实验室”的倡议书如同一把钥匙，

打开了孩子们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

2021级学生姚沁言发现放在阳台的

小猫食盆经常成为蚂蚁的聚集地，导致小

猫不愿进食。怎样才能防止蚂蚁爬入食

盆中呢？她立马想到蚂蚁畏惧水、会避开

有水区域的特点，于是，萌生了设计一款

“宠物防蚁喂食盆”的想法。

有了初步构思后，姚沁言迅速行动起

来。她找来两个大小不一的碗，将大碗套

在小碗外部，并在两个碗之间注水，形成

一道“护城河”，以此来阻挡蚂蚁的入侵。

然而，在初次试用时，小碗晃动导致水不

断溢出，把小猫和猫粮都打湿了。

姚爸爸全力支持女儿的想法，并帮忙

查找相关资料。最后，在张宏敏的指导下，

姚沁言在小碗外部设计了5个限位桩，并

利用磁铁连接大小碗，既固定了小碗，又便

于拆分清洗；她还在大碗内部设置了限高

水位线，可防止注水过多而溢出。

经过无数次改进，姚沁言完成了设计

图纸，姚爸爸利用3D打印技术，将女儿的

发明变为了现实。带着这款设计、制作耗

时一年多的“宠物防蚁喂食盆”，姚沁言参

加了第 36 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获得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并

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

谈到如何激发孩子对科学的热爱，

姚爸爸表示，平时自己喜欢收藏适合孩

子的科普视频，并和孩子一起看。在观

看有关发明创造的视频时，他还会引导

孩子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有更好

的方案等。

为了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姚爸爸特

地将杂物间收拾出来作为“家庭实验室”。

如今，姚沁言已经步入初三，她的物理和化

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姚爸爸看来，这

和小学时期家里设置“家庭实验室”培养起

来的探究精神、思考习惯密不可分。

开垦一片播种科学梦想的“沃土”小实验里有大收获

科学启蒙，从“家庭”开始

“企鹅班”的摊位前人头攒动。

孩子沉浸在科学实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