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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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花十分钟和每天花十分钟和
孩子交孩子交流流

父母要为孩子营造温馨和睦

的家庭氛围，和孩子像朋友一样

相处，多听听孩子的声音。

每天接孩子放学时，我总会

在回家路上或回家后花几分钟时

间与孩子交流学校里的事。有开

心的事，我与他一起开心；有不开

心的事，我帮他调整心情；发现问

题时，及时与老师以及其他孩子

的家长沟通。

孩子上幼儿园时，有一天，他

突然对我说：“妈妈，我这几天可

不可以不去幼儿园？”我轻抚着他

的头问：“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

很喜欢幼儿园吗？”他告诉我，因

为别的小朋友笑话他新理的发

型，他想等头发长长了再去幼儿

园。我想了想，对他说：“我觉得

你的发型很酷呀，理发店的叔叔

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看出他还

是很纠结，便告诉他：“妈妈明

天带你去问你们老师，看她觉得

你的发型酷不酷，怎么样？”孩

子点头同意。第二天，我送孩子

上学时，把情况告诉了老师，老

师当时就对他说：“我觉得你的

发型很酷、很帅哦！”听老师这

么一说，他便开心地跟我挥手告

别：“妈妈，再见！”然后跟小朋

友一起去玩了。

大人眼里不起眼的一件小

事，在孩子眼里可能是解决不了

的大事，所以，作为父母，在孩子

遇到疑惑和困难时，要及时帮他

们解决问题。当孩子觉得“我的

爸爸妈妈能帮助我”，他就会愿意

并主动与父母交流、分享心情，今

后，孩子面对困难时，也能够更加

乐观地去面对。

让孩子勇敢面对让孩子勇敢面对
自己的错误自己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错，孩子就是
在犯错中成长的。当孩子犯错
时，家长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其次，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最后，需要有让孩子不再犯类

似错误的方法。

孩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

次，去舅舅家玩，吃完晚饭，他把

没喝完的饮料带进房间，放在了

床上，自己则坐在床边一边玩，一

边喝。我提醒他：“你应该把饮料

放在桌上，以免饮料倒了弄湿床

单。”他没有在意我的话。后来，

饮料真的被他打翻了，他为了不

让我发现批评他，便把弄湿的部

分掩盖了起来。被我发现后，他

也知道自己犯错了，开始大哭。

我当时很生气，但我试着让自己

冷静下来，然后对他说：“你先自

己反省一下这件事，找出自己的

错误，妈妈20分钟后再来跟你谈

这件事。”20分钟后，我和孩子心

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他说：“妈妈，

对不起，我今天不应该不听您的

劝告，执意把饮料放在床上，弄湿

了床单，给舅妈添麻烦了。”等他

给舅妈说了“对不起”以后，我告

诉他：“妈妈认为你只认识到了一

个错误，你还犯了一个错误是，在

妈妈没发现的时候，你不应该掩

盖错误，妈妈发现后，你又通过大

哭来逃避。犯错不要紧，我们要

做一个勇于承担错误的男子汉，

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尽力去改

正和弥补。如果以你自己的能力

没法纠错，要及时向爸爸妈妈或

者能帮助你的人求助，我们一起

面对，这才是应对错误的正确做

法。妈妈不会因为你犯错而不爱

你，相反，妈妈会因为你敢于面对

而骄傲。”

现在孩子能正确对待自己的

错误，不会掩饰、逃避和推诿，成

为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小

男子汉。

支持孩子的兴趣支持孩子的兴趣
和爱好和爱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上

幼儿园时，中班开设了围棋兴趣

课程，当时，我们也没在意，只觉

得围棋挺高深，这么小的孩子学

围棋不过是玩玩而已。没想到经

过半年时间，老师用孩子们能听

懂的语言，给他们进行围棋知识

的启蒙，孩子竟在围棋选拔赛中

脱颖而出，被选进了围棋队。我

们感觉到了他对围棋的兴趣，觉

得应该给他报一个围棋兴趣班。

虽然当时孩子才 4 岁半，我

们也决定跟他商量，征得他的同

意，同时跟他讲清楚学习的规

则。我告诉孩子：“学习的结果不

重要，但我们要有一个端正的学

习态度，妈妈要对你提一个要求：

报名之后，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请

假，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要按时完

成。”当时，孩子信心满满地跟我

说：“妈妈，我在小学就要成为业

余5段棋手。”我虽然很开心孩子

有奋斗的目标，但也没把他说的

话当真，只是告诉他：“你很棒！

但学习的路很长，你需要一步一

步地积累才能达到目标。”

后来，在我们的共同坚持和

努力下，孩子基本没有缺过课，老

师布置的作业，他也会保质保量

地完成。幼儿园结业时，他的围

棋水平已经达到业余 2 段，小学

四年级时成功升上了业余 5 段，

成为了业余高段棋手，并在2021

年成都市第三十九届“幼芽杯”围

棋比赛中获得了小学男子乙组团

体第二、个人第五的好成绩。

孩子的兴趣变成习惯和爱

好，最后成为特长，一方面来自于

孩子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另一方

面也是家长坚持的结果。在学习

围棋的过程中，孩子懂得了遵守

规则，尊重对手。刚开始，输了

棋，孩子会哭，会伤心，现在，他已

经能淡定地对待每一盘棋的输

赢，抗压力和抗挫折能力都有了

明显的提高。随着孩子逐渐长

大，这些经历都会成为他人生中

的宝贵财富。

在活动中赢得信在活动中赢得信
任和友任和友谊谊

我经常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班

级和学校组织的活动，因为我觉

得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有属

于他们自己的群体，积极参加各

种活动，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了

解孩子，愿意跟他靠近，跟他交

朋友。当然，家长也要告诉孩

子，活动的结果不重要，重在参

与。

孩子上幼儿园大班时，班里

开展了一个每周说新闻的活动。

每个小朋友每周有一次向小伙伴

讲述一则新闻的机会，对于识字

不多的小朋友，这个活动还是很

有挑战的，一些孩子做着做着就

放弃了。我每周都坚持帮孩子准

备新闻稿，他不认识的字，我就帮

他备注成他认识的同音字，帮他

熟悉新闻稿，鼓励他每周坚持参

加，一直到幼儿园结业。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孩子

的胆量和思辨能力，更让他学会

了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同时，他

也获得了小朋友们的友谊和信

任，每到班级去幼儿园图书馆的

时间，小伙伴们总爱跟他一起，听

他读故事。班级选举“小老师”，

他也每次都当选。

现在，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

活动已经成为孩子的习惯，他在

快乐、自信和友谊中健康成长。

天气渐冷，寒风如刀，人们纷纷裹紧了厚厚的棉

衣。我牵着女儿的手，她穿着漂亮的白色羽绒服，像

只活泼的小兔子，一路上雀跃着。

突然，女儿挣开我的手，向前方跑去。我赶紧跟

上，只见一个老奶奶正拉着一个置物架，架子上还绑

着一捆纸板、一袋饮料瓶。老奶奶身体前倾，使劲拽

着绳子，吃力地往前挪。我正要上前帮忙，却看到女

儿已经跑到了老奶奶的身边，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绳

子，用力向前拉。“奶奶，我来帮您。”女儿清脆的声音

响起。老奶奶抬起头，一脸慈祥地说：“谢谢你，小姑

娘。快别拉了，你的新衣服都弄脏了。”女儿索性把绳

子都攥在自己手中，置物架和地面摩擦着，“哐啷哐

啷”，架子上的饮料瓶发出沉闷的声音，像是在为女儿

鼓掌。我看着女儿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这个

小小的举动，虽然微不足道，但让我看到了女儿的善

良。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一个小

女孩和一个老奶奶，她们的笑容如同冬日里的阳光，

温暖而明亮。这就是美丽，不需要华丽的外表，只需

要一颗善良的心。

女儿出门时，穿上了她最心仪的衣服，因为这天

是她的生日，我们打算去外面聚餐。临出门时，她不

知照了多少次镜子，问了我多少遍：“妈妈，我漂亮

吗？”我问她，知道漂亮和美丽的区别吗？她想了想

说：“漂亮是人一眼看到的好看，美丽是别人看不到但

能感受到的美。”

女儿对美丽的理解和主动帮助老奶奶的行为让

我感动，她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美丽并不只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为美丽做加法，只要我们愿意去关注身边的

人，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传递正能量，那么，

这个世界就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丽。

那天，女儿帮老奶奶把置物架拉回家后，满头大

汗，但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我知道，女儿已经找到

了“给美丽做加法”的方法，那就是用心去感受生活，

用爱去温暖他人。

女儿一度认为，美丽的衣服加上高颜值便是美

丽，她为自己不够小巧的鼻子而苦恼，为自己不够大

的眼睛而自卑。但她毫不犹豫地把刚买的早饭送给

天桥下的残疾人，把手里的桃子送给拾荒老人……我

曾问过她：“你为什么这样做？”女儿脱口而出：“不为

什么，就是自然而然的。”

什么是美？我曾拿青春年少的照片和现在的自

己做过对比，美因累累的褶皱失了色；我曾让女儿听

奶奶打来的电话，美因苍老的嗓音隐了身……但是，

我告诉女儿，有一种美因爱而美，它会给我们的生活

做加法，用善良的美丽，让生活绽放爱的华彩。

对于热爱写作的人，认识尽

可能丰富的物品，知道它们的名

字和作用等，到底有多重要呢？

答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作家

张炜曾说过：“汉语中最有力量的

词是名词和动词，它们是语言的

骨骼。”作家丹萍也在一篇文章中

说：“如果你掌握的名词不足够

多，其实就是对世界认识得不足

够多。”为此，我常常对自己、对孩

子提出这样的要求：认识身边的

万物。也常常在经过某一条马路

时，因为认识马路两侧所有的行

道树和绿化带植物而骄傲。

周日上午，我和妻子开车带

孩子们去枣林湾秋游，我们不进

景点，而去一个叫野山的村庄闲

逛。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年

级，一个在幼儿园中班，我要让他

们熟悉我们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

乡间万物。

路边觅食的鸡群，迈着安闲

的步子，不惧人，两个孩子去追它

们，却又总是追不上。路边小河

里，远远地游着一群白的、灰褐色

的小家伙，妻子告诉孩子们那是

鸭子，我仔细看，却不都是，白的

是小鹅，灰褐色的才是鸭子。人

家屋檐下的一只猫，白色为主，臀

部和尾巴又带点橘黄，看上去很

干净，脸小小的，目光柔柔的，一

直温和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唤它，

它居然靠过来，想与我们亲昵。

两个孩子蹲下，伸手想摸它。联

想到网上流传的那个被路边陌生

的大狗咬伤，脸上缝了 500 多针

的女子的故事，以及前不久一条

黑色罗威纳犬在某小区楼下疯狂

攻击 2 岁女童的事件，我们赶紧

阻止孩子伸手，带孩子离开。乡

间当然也有狗，每每遇见狗，不管

大小，我们都叮嘱孩子们：不要突

然跑，更不要主动招惹它。

在乡间，认识蔬菜是必需

的。乡村里的每一处边角地都是

菜地。这个季节，连路边也不时

爬满了茂密的番瓜藤，藤上缀着

三五个拳头大的翠绿小瓜，在阔

大的瓜叶下若隐若现。成熟的，

早被主人收获了；性子最不急的，

还开着金灿灿的花，像朝天鸣唱

的一个个小喇叭。路边、田埂上，

长得比较多的，还有毛豆、绿豆、

玉米、山芋等。走进庄子，农户家

前屋后那一小块一小块菜地，整

饬精致多了，里面的品种，也琳琅

满目。这可难坏了孩子们，他们

一下子哪记得住那么多。尤其难

的是区分青蒜和韭菜。我告诉他

们：身材好的是韭菜，身材不好的

是青蒜。还有空心菜和猫耳菜也

难以区分。我则这样帮助他们识

别：“你们看，猫耳菜叶子的形状

像不像一只只可爱的猫耳朵？”孩

子们齐声应答：“像！”生姜和土

豆，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如果不

是在菜地里遇见，它们的植株，我

可能一时也认不出。我的老家在

山区，土地坚硬，是不长这些品种

的。生姜和土豆喜欢松软肥沃的

泥土。在这里发现了它们，我自

然不会放过，逐一指点给孩子们

认识。

平日，陪孩子们认识万物，我

自己也在努力地多认识万物。活

到老，学到老，这世上永远有我们

不知道的东西。知道物品的名字

和作用，仅仅是我们认知这个世

界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

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包括自然

和社会方面的内在规则，掌握它

们的运行规律等。不懂得这些基

本的知识，我们又如何去描绘它

们，去创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

新事物呢？

给美丽做加法
■ 田雪梅

■ 吴嘉

乡间识物 ■ 张正

点滴生活 见证成长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
港湾，对孩子的性格塑造
和后天发展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良好的家庭教
育，给予孩子的是自由翱
翔的一片蓝天。
孩子的到来，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了欢乐、活力
和动力，同时，养育问题
也提上了日程。要让孩
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家庭
教育需要有爱、有原则，
还需要有方法。从细节
之处去教育、影响孩子，
善于发现孩子的潜力和
兴趣，才能帮助孩子成为
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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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叛逆起来，凡事都

和我对着干。

自从生下二宝，我对大宝难免有些疏忽。心烦

时，偶尔也会对她发脾气，没有用足够的耐心去包容

她、呵护她。或许这在大宝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以为

妈妈不再爱她。

周末闲着没事，我翻出了大宝小时候的相册。大

宝今年12岁，从出生到现在，攒了厚厚一本相册的照

片。大宝也好奇地凑了过来。

“快看，这张是你百天时拍的。那年冬天下了一场

大雪，我抱着你站在屋后的菜园里拍的。”我微笑着指

着照片里身穿羽绒服的我和穿着花棉袄的大宝说。“妈

妈，我的脑袋可真大呀，眼睛亮晶晶的，好可爱哟！”大

宝审视着她婴儿时的照片，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自然而然，我回忆起怀她时的喜悦与初为人母的

幸福。告诉她，怀上她5个月时，妈妈就开始对她进

行胎教。每天定时听中外名曲，经常看一些让心情愉

悦又颇有文学价值的书，闲时观看幼儿动漫，坚持适

量运动。爸爸也会定时对着妈妈的肚皮跟她对话。

后来，妈妈一抚摸肚子，或者一放音乐，她就会愉快地

动一动。

“真的吗？妈妈。”大宝瞪着一双大眼睛听我娓娓

讲来，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和兴奋。接

着，她抢过相册，一页页翻看。当翻到一张她4岁时

站在舞台上挥舞着奖品的相片，我告诉她，那天晚饭

后，我们去散步，刚好遇到超市门口在举行奶粉促销

晚会。那充满动感的音乐与旋律让她兴奋起来，不由

分说就往舞台上钻。恰好漂亮的主持人要邀请3-6

岁的小朋友上台表演，她仰着头自告奋勇地报了名。

主持人笑着蹲下身，温柔地问：“小天使，你可以给大

家唱个歌吗？”大宝一点也不怯场，用响亮的声音回

答：“可以！”接着，她站在舞台上奶声奶气地唱了一首

《两只老虎》，意犹未尽，又即兴背诵了一首唐诗。大

宝出色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主持人还

奖励给她一盒印泥和一个玩具哑铃。

“我记起来了，那印泥上还印了我那时的小脚印

呢！”大宝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幼年的往事里，表情一下

生动起来，嘴角迅速上扬。她一边笑着，一边继续翻

看，指着那些记录她第一次走路、参加儿童节表演，以

及我们一起去旅游的照片，跟我一起回忆照片后温馨

而快乐的故事。仿佛时光倒流，往日的种种美好又重

新在我们母女心中流淌。

照片里的
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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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雪梅

点滴生活点滴生活 见证成长见证成长
■ 曾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