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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可以重返6岁/渴望接受

泡西优秀老师的教育/期待收获更多

可爱同学的友情/在操场上疯狂地跳

“刘畊宏”……我的下一代刚好6岁/庆

幸他生长在美好的时代/在他精力旺

盛、思维活跃的年纪/可以遇到这么多

的美好/真好/希望他能成人成才/像

泡桐树一样茁壮成长。”重返校园的一

日体验让家长们百感交集，高翾专门

将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作为总结，与

新认识的家长朋友们共同分享。

和刚刚步入小学的孩子们一样，

认识新同学、结交新朋友是适应学校

生活的重要部分，家长们也不例外，在

各班班主任的带领下，通过“我爱我

家”环节，依次进行自我介绍，相互认

识。“每一位家长都有一分钟的时间来

介绍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介绍完后记

得取走黑板上的全家福哦！”班主任提

示道。对于老师而言，这次的“重返校

园”课程也是他们与家长的第一次正

式会晤，为此，他们也做足了准备，贴

满全家福的黑板和鼓励家长的小贴纸

是直观的佐证。

“我叫顾子玥，我有一个很幸福的

三口之家，爸爸和妈妈都很疼爱我，他

们希望我能自由自在地成长，所以，我

的小脑袋里也总是装着数不清的奇思

妙想。我很喜欢吃海底捞，以前，我的

梦想就是做一名海底捞服务员，妈妈

也没有嘲笑我，不过现在我好像更想

当一个舞蹈家了……”在“桐话班”班

主任陆老师的号召下，家长们的自我

介绍变得更加有趣。新生家长需要化

身自己的孩子，以小学生的口吻相互

交流，记住彼此。不得不说，这是一个

好方法。稚气的语言仿佛让家长们解

放了天性，在轻松的氛围里很快熟悉

了起来。

“我的名字叫李贝贝，今年 6 岁

了，我是一个‘社恐’，别人主动和我说

话时我就会表现得很紧张，但还是希

望大家能多来找我说话，因为别人注

意我时，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很开心

的。”在妈妈的介绍中，小学生李贝贝

是“社恐”人设，不过李贝贝妈妈风趣

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却将自己的“社

牛”特质展露无遗，她的热情和开朗也

让台下的家长笑出了声，还有其他家

长应和着她的“请求”，表示会让自家

孩子多去找李贝贝讲话。

隔代家长也自然地融入其中，王

以恒的外婆学着孙子撒娇时的语气，

介绍道：“我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

外公外婆也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特别

喜欢被表扬，希望大家多夸夸我。”陆

老师当即许诺：“只要王以恒小朋友好

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大声地表扬

他！”“我爱我家”的介绍环节是为了让

新生家长迅速熟悉彼此，串联起一个

个幸福的小家庭，才能组成班集体这

个爱意满满的大家庭。

中午回家，妻子正和女儿生气，

原因是她的一篇课堂作文，才写了一

页半作文纸就结束了，妻子认为她态

度不够认真。

我拿过那篇作文，只看了开头，

便满心欢喜。

第一小节，女儿是这样写的：“这

个暑假我去了北京，坐动车去的。我

以前去过北京，坐的是大巴车。两次

感觉不一样。”

孩子的作文，最怕一口气想把事

情说完。不管多大的事，要慢慢说，

一句一句地说，要说得有味，要变换

着角度说。这篇作文的开头，女儿做

到了。

我手头有张小报，平时择优发一

些中小学生的作文。许多家长对孩

子写作方面的能力很重视，包括一些

做语文老师的家长，经常与我交流。

通过看来稿，听大家的想法，有两条

路子，我认为是“歧途”，家长或老师

可能指导偏了。

一条是选一个宏大的题目，发一

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其中

不乏“孩子气”的大道理。这类学生

作文，我评判它是“说空”或“空说”，

凭着小孩子那点知识积累，怎么能啃

得下这么大的“馒头”？怎么能啃深、

啃透、啃出新意？

另一条是借助华丽的辞藻、时髦的

句子，写一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和心情，

大多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

说愁”。这类作文，我认为是“华而不

实”——表面好看，实质没有内容。

关于孩子写作能力的培养，我有

两点建议：一是要教会孩子多观察身

边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多用感性

的认识来丰富他们的心灵。从感性

到理性，而不是反过来，一开始就用

心灵来透视生活。作为基础性的练

习，孩子还是应该以写自己眼睛里的

东西为主。即使要写大道理，也要小

处着笔，开“口”小，以小见大。要

“巧”，不能动辄指点江山，纵横千古，

更不要使用陈芝麻烂谷子的材料来

“说事”。

二是要教会孩子把一件事情写

清楚。这个“清楚”，不光是有条理，

事事（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

结果等要素）有交代，还包括写得有

趣味、有技巧。事情是客观的，孩子

怎么说出来，那就有他们的创造性在

里面。写好一件事，犹如学习书法先

要练好正楷字，学习绘画先要练好素

描，是基础。过去有诗人写不好借

条、请假条的笑话，即是基础不牢靠

的原因。

此外，孩子的作文还要有“童

趣”。不一定要勉强孩子深刻、面面

俱到，更不要逼迫他们装出“老腔老

调”。孩子的话往往发自“本心”就很

“天才”。

女儿暑假里写过一篇短文，题目

叫《“狂扫”西瓜》，内容是有关吃西瓜

的老题材。这篇作文发表在身边一

家晚报上。我告诉她，这篇作文能被

编辑老师选中，全在于最后一句话：

“……碗底只剩下一些黑亮亮的西瓜

籽。‘真好看！’我赞叹道，‘多像一群

可爱的小蝌蚪啊！’”

篇幅不够，可以补，围绕同一个

话题，想想，还有什么可说的、值得说

的，再添上一点什么，不是难事。我

叫过女儿，建议她按这个思路去做。

很快，她添上一些文字，离课堂作文

的要求差不多了。尽管我仍觉得意

犹未尽。

十一二岁的孩子，她的思维跟成

人是差距的，我们要给她一步一步成

长的空间。

作为父亲，我深知孩子成长过程

中陪伴的重要性。然而，我也清楚，陪

伴孩子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满足和溺

爱。如何找到平衡，既让孩子在父爱

的温暖中成长，又不会因溺爱而阻碍

其独立发展，这是每一个父亲都应该

思考的问题。

我的孩子今年 3 岁了，说话越来

越利索，这是我作为父亲最为欣慰的

事情。但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了许

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当孩子两岁时

还不会说话，我确实很担心。上网查

找资料、咨询专家，甚至带他去看医

生。专家们都给出了建议，而这些建

议多半是让孩子吃药或去大点的医院

看看，当时听了这些建议，我的心情跌

落谷底。

家里长辈说，“这孩子不是不说

话，他还是会喊爸爸、妈妈等，就是难

点的句子不会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太

溺爱孩子了。每当孩子眼睛望向哪

里，我们就主动去猜想孩子的行为，导

致孩子不用开口，也能轻易满足自己

的愿望。”这个观点对我触动很大，因

为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主动猜测

孩子的意图并满足他，以至于他没有

迫切的愿望需要用言语来表达。

于是，我们决定尝试改变。尽量

让孩子用语言努力表达自己的需求，

如果他不说话，我们就不会给他拿东

西。刚开始时，孩子为了要一个东西，

把自己憋得面红耳赤。但是慢慢地，

效果开始显现出来。他开始尝试用一

些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虽然说得

还不太清楚，外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他

的意思，但我们经常和孩子在一起，陪

伴孩子一起成长，可以清楚知道他想

表达的意思。后来，孩子很快就能说

半个句子，一个句子了。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我们也很庆幸，没有过度溺爱孩子，而

是鼓励他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

提高了他的语言能力。

但是，是不是每个孩子都适用这

种方法呢？当然不是。因为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情况和需求

也会有所不同，我家孩子的情况也只

是个例。作为父母，我们要细心观察

和理解孩子，找出最适合自己孩子的

教育方式。没有任何一种教育方法适

用于所有孩子，就算是一样的方法，也

必须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适当的调

整。

总之，爱和溺爱之间的平衡并不

容易掌握。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去了解孩子，同时，也需要掌握

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个过程

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时

学习和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地在爱与溺爱之间找到平衡。

在爱与溺爱之间寻找平衡在爱与溺爱之间寻找平衡
■ 文奇

以爱为笔
书写童心

■ 张正

新生家长的“开学第一课”——

““重返童年重返童年”，”，与孩子共同成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孩子刚刚从幼儿园踏入小学孩子刚刚从幼儿园踏入小学，，对我而言对我而言，，也也

是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来到小学校园是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来到小学校园。”。”在成都市在成都市

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泡小西区泡小西区”）”）微信微信

公众号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一位家长写下他的留言一位家长写下他的留言，“，“此时此时，，学学

校邀请我们以校邀请我们以‘‘大泡泡大泡泡’’的身份入校体验的身份入校体验，，用孩子用孩子

的视角感受校园生活的视角感受校园生活，，极大地缓解了我的焦虑心极大地缓解了我的焦虑心

情情，，对孩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也充满了信心对孩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为让家长了解校园生活为让家长了解校园生活，，交流家校共育理念交流家校共育理念，，

达成家校之间的教育共识达成家校之间的教育共识，，近日近日，，泡小西区举行了泡小西区举行了

““20232023 级新生家长重返校园级新生家长重返校园””活动活动。。泡小西区德泡小西区德

育处主任郑杰介绍育处主任郑杰介绍，，从从““共遇共遇””到到““共育共育”，”，家长的切家长的切

身体验身体验，，远胜过学校的号召远胜过学校的号召，，希望以此次希望以此次““重返校重返校

园园””为起点为起点，，开启与新生家长的合力育人之路开启与新生家长的合力育人之路。。

上午 9 点，迎着清晨的阳

光，泡小西区的新生家长化身

“大泡泡”在操场列队。他们

戴上红领巾，手举班牌，齐声

喊着各班口号，和初入学的一

年级小学生一样排排站好，昂

首挺胸地准备迎接崭新的学

习生活。不过，新生家长今天

的学习内容并非知识或技能，

而是要通过“成为孩子，了解

孩子”继而更好地参与到孩子

的教育活动中。

“我要和孩子共同成长，

做孩子的好朋友；我要和孩子

一起学习，做孩子的好榜样。

我享受陪伴孩子的时光，做快

乐的爸爸；我珍惜孩子成长的

点滴，做幸福的妈妈……”活

动中，新生家长齐声诵读《泡

小西区家长宣言》，一纸宣言

承载着学校对他们的期许，蕴

含着孩子对他们的需要。如

何成为孩子的好朋友，如何成

为孩子的好榜样？家长们边

读边思考，一个好爸爸、好妈

妈的形象在他们的脑海中初

见雏形。

上课铃声响起，“大泡泡”

们相继回到座位，“123，坐端

正。”学着小学生的样子，家长

们认真聆听老师的口令，一个

个挺直腰板，目光炯炯地望向

前方。课程“相约泡桐树”开

始了。该课程的命名来自于

泡小西区自制的家校共育微

电影《相约泡桐树》，影片展示

了学校和家委会共同为孩子

们举办的课内外活动。6年的

小学时光里，孩子们曾走进

社区慰问老人，走进杜甫草

堂传播汉文化，走进图书馆

徜徉知识海洋……活动中，

少不了的是家长们在台前幕

后操持的身影。“现在的小朋

友们真的太幸福了，羡慕他

们能在这么丰富多彩的环境

里学习成长。”家长高翾表

示，“30年前，我们判断学生

是否优秀，更多是看重考试

成绩，忽略了挖掘孩子自身

的特质、潜力。今天，我看

到了学校和老师对孩子的综

合素质的培养与关注，我个

人也希望加入其中，为孩子

的全面发展努力。”

看一百遍不如亲身体验，

既要展望孩子未来的成长轨

迹，也要感受一下孩子在校的

日常生活。“趣味课间操”环节

则带领家长们重拾了小学生

的活力。

伴着动感的音乐，全体家

长 在 操 场 上 跳 起 了“ 刘 畊

宏”。看着气喘吁吁的家长，

体育老师“毫不留情”地宣布：

“我们现在只完成了小朋友们

运动时长的四分之一，‘大泡

泡’们继续动起来！高抬腿、

出拳、开合跳……给运动加个

节拍，就是快乐的多巴胺！”十

几分钟后，“重返童年”的家长

们已汗流浃背，不由地佩服起

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精力和满

满的活力，感慨着“怪不得孩

子前两天回来说，中午吃了好

多饭。”

“一分钟虽短，但 6 年的时光很

长，我们将一起走过。”一年级 4 班王

丽雯老师坦率地对家长们说，“大家也

许担心年轻老师会不会没有经验，或

者管不住孩子。我想说的是，正是因

为我们年轻，所以更加懂得孩子的心

理。请你们放心，班级中的每一个孩

子都将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们所有老

师都会精心呵护他们成长。”

口说自是无凭，老师们也用课堂

向家长们做出证明。在向家长们介绍

完各科任教老师后，王丽雯开始了“提

问环节”。她抛出问题，柔声询问：“哪

位‘大泡泡’记得我们的体育老师姓什

么呀？请举手。”“周老师。”一位家长

答道。王丽雯笑了笑说：“不对哦，但

你有举手回答问题，老师很喜欢你，给

你一朵小红花，下次还要积极回答问

题哟。”后排的家长答出了正确答案，

也获得了王老师的表扬及小红花。

“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坐在教

室里的时候，我注意到老师能够平等地

关注到每一位学生，关心他们的情感和

个性发展，鼓励学生的同时，将规则意

识浇灌到他们心中。这让我感受到泡

小西区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更

是一个利于孩子全面发展的温暖环

境。”短短的一节课，让家长们放下心

来，背后饱含着老师们的良苦用心。

“从听到铃声唱着儿歌进教室，到

铃声结束后静息等老师；从起立时的

全班同学齐说‘站如松’，到坐下时的

‘坐如钟’；从组织课堂纪律的口令，到

下课做好三件事：一换书本，二对桌

子，三捡垃圾；从提醒学生入厕后洗

手、喝水，到文明休息……”一年级16

班班主任谢晓春表示，与学生们的每

一个日常环节、每一处相处细节，老师

们都用心地向家长还原展示。从细微

处着手，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也是希望

向家长传递出“教师无小节，处处皆楷

模；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的理念

与方法，让家长放心、安心的同时，也

为他们的家庭教育做出示范。

“学校与家长双向奔赴的教育才

是最理想的教育。”一年级1班班主任

杨月艳在“班级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课程中，认真向家长们解读了家委会

的职能与作用，并在家长进一步了解

了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教学理念

后，向家长明确了他们在学校教育和

家庭中应扮演的角色。“通过与老师的

交流，我认为家长应该扮演一名合作

者的角色。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认知，我们需

要和学校一起做好引导，让孩子主动、

积极地做好自己的小主人翁。”家长卜

华冬说。

“选择我爱的，爱我选择的。”彼此

信任是家校之间良好沟通的必须要

素，家长倪灵运在课后谈及自己的收

获时说，“爱是教育的基石，它能够建

立亲子之间的深厚关系，也能够促进

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只有在

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环境中，孩子们

才能够全面自由地发展，并获得更多

的幸福感和自信心。”一日的体验让她

明白：教育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学校和

家庭需要紧密合作，共同成就孩子的

未来。她表示，自己也会积极参与到

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中，努力营造一个

温馨、有爱的家庭教育环境。

体验体验：：小学校园一日游小学校园一日游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文/图

交流交流：“：“你好你好，，新同学新同学””

共育共育：：爱使我们在一起爱使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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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融入爱意满满的班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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