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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吴老师做了儿子的语文老师

后，儿子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到了巅

峰，尤其是勤奋读书的习惯被真正地

培养了起来。

这样一来，儿子回家除了写作业

就是手不释卷地读那些大部头的书

籍，自由玩耍的时间就少了。凡事都

有利有弊，孩子缺少了玩耍的时间也

是一种缺失。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问弗

洛伊德，怎样才可以过快乐而有成效

的一生？他说，爱着，工作着。而《玩

耍的力量》一书的作者戴维·艾尔肯德

却在这个答案的后面加了一个词：玩

耍 。 这 样 就 成 就 了 人 生 的“ 金 三

角”——热爱、努力、玩耍。热爱、努力

却无玩耍，则生疲惫，身累；热爱、玩耍

却不努力，则无长进，心累；努力地玩

耍而无热爱，身心俱累。遗憾的是，我

们很多家长往往不认同“玩耍”这一要

素，最喜欢给孩子的评价是“刻苦学

习”，这就多少有些画脂镂冰了。

看见儿子回家之后就“刻苦学

习”，毫无松懈的时候，我真担心他招

架不住，或者说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契

机。于是，我有目的地给他制造一些

轻松的时机，让他劳逸结合。

那天，我发现儿子读书累了，很疲

倦的样子，便跟他说：“最近你读书真

用功呀，又该给你奖励了！”

儿子抬起头，无精打采地说：“又

要奖励一束花，或者一本书吧。”

我神秘兮兮地说：“才不是呢。一

束花，你不需要；书，你有很多。你现

在最需要什么呢？”

儿子挠挠头，一时说不上来。

我说：“你呀，现在最需要的是放

松，我奖励你 1 个小时的时间放松身

心。”

“啊？奖励我‘时间’？”儿子顿时

来了精神，“还有这样的奖励呀？”

“是呀，不欢迎吗？”我笑着说。

“嘿嘿，当然欢迎了。”儿子问，“奖

励我1个小时的时间干嘛去？”

“由你自己选择吧。”我说。

儿子莞尔一笑，说：“我想打乒乓

球，但没人陪我。”

我立马回道：“怎么没人陪？我不

是闲着吗？”

“真的呀？”儿子瞅瞅我，“那我们

一起去打乒乓球吧！”

“好啊，咱俩来过过招，球桌见高

低。”我欣然答应。

儿子举起拳头，欢呼雀跃。

我俩来到社区广场，打起了乒乓

球。一来一往，近挑、远杀、旋球、擦边

球……打得好不热闹。第一局他胜

出，第二局我扳平。其实，谁胜谁负并

不重要，关键是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

放松，精神愉悦起来，父子情感也加深

了。看见儿子红扑扑的脸，那朝气蓬

勃的样子，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打完球后，儿子独自玩了一会儿双杠，

他柔软的身躯上上下下地翻腾，浑身

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以后的时日里，我经常奖励儿子

“时间”。有时候，我们一起去爬山，锻

炼体能，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我们

一起去田地里劳作，体验农民伯伯的

辛苦，感受大自然的熏陶。

其实，精神层面的激励形式还有

很多，比如，奖励他跟最尊敬的人合一

次影；奖励他玩一段时间的游戏；原谅

他犯的一次错误……

精神上的激励比起物质奖励更有

创意，也更有诗意。不断创新激励形

式，给孩子新鲜感，往往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儿子，你上去朗诵一篇吧，有奖

呢！”妻子把儿子往舞台的方向推了一

把。

儿子今年8岁，正值调皮捣蛋的

年龄。在家里，他一会儿在地板上打

滚、一会儿在沙发里翻跟头、一会儿

捏着鼻子学猪叫、一会儿又在头上套

只袜子扮演蜘蛛侠、还叫喊着他是顶

天立地的大英雄……看我要发火了，

他才肯坐在小板凳上安静片刻。可这

么一个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到了外

面，却立马蔫了，不敢和陌生人说

话，即便碰到了同学和熟人，也不敢

上前打声招呼；人家喊他名字，他就

低头小声地“嗯嗯”着，有时还会躲

到我身后。为了锻炼他的胆量，我和

妻子便有意带他外出，参加各种各样

的活动。

这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带着儿子

来到公园里。正巧，草地上搭建了一

个简易的舞台，正在举行儿童朗读比

赛，自然，我也想让儿子登台表演一

番。

“我朗读不好，我不参加。”儿子说

完，扭头就要走。我赶紧抓住他的手

腕，说：“朗读好或不好不重要，参加了

就是胜利。”

儿子撅着屁股，依旧往后退。妻

子凑到他耳边，轻声问：“为什么不愿

意参加呢？”

儿子噘着嘴说：“我读不好，怕丢

人现眼！”

妻子说：“读不好怎么就丢人了，

只要参加了，尽力读了，无论结果如

何，都应该得到表扬。”我也跟着说：

“是啊，你妈说得对，从坚硬的枝条里

钻出的每一朵花，只要开放了，就很美

丽，不管它是红是黄，是大是小，形状

如何。”

在我和妻子的轮番劝说下，儿子

犹豫了。

妻子说：“只要你参加，我就奖励

你一个冰淇淋。”

儿子特别爱吃冰淇淋，听妻子这

么一说，眼睛骨碌碌转了一圈，终于松

口：“那好吧。要给我买个大的哦！”

比赛有 4 篇文章可供选择，儿子

选了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匆匆》。5分

钟的准备后，他便出场了。刚上台，儿

子的腿有点发抖，不知道站哪儿。主

持人微笑着把他领到了舞台中央，说：

“舞台属于你，对着面前的话筒尽情发

挥吧。”

儿子挠了挠头，照着演讲稿念了

起来。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

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

开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紧张，儿子

的声音有点发颤，并且渐渐小了下

去。台下有了议论声和笑声，渐渐淹

没了儿子的声音。我走到舞台前挥了

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台下又恢复

了平静。儿子发现我在旁边给他鼓劲

后，声音突然响亮了起来。但他对这

篇散文显然不够熟悉，别说声情并茂、

抑扬顿挫地朗诵了，就连磕磕巴巴地

读着都有点吃力。有个年龄和儿子差

不多的参赛选手，在一旁哈哈大笑起

来。儿子的脸通红通红的，额头渗出

细微的汗珠。读到第三段开头时，他

慌乱地看了看我，向后挪着步子欲走

下舞台。我急了，在舞台边低声对他

说：“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告诉

过我你是英雄，就把这舞台当做是在

家里，轻松表演，朗诵完就是胜利！”儿

子又重新站到了舞台的中央，清了清

嗓子，又大声朗诵起来。刚才嘲笑儿

子的那位选手，见儿子不但继续朗诵

着，而且声音也响亮了很多，他止住了

笑声，有些惊讶。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儿子终于朗诵

完了，并且在朗诵最后一句时，还故意

拉长了声音。似乎，他已经不紧张

了。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

不息。

儿子的脸在阳光下通红通红的，

在他迈着坚定的步子慢慢走下舞台

时，我觉得他和盛开的花朵一样，那么

美丽，那么从容。

“儿子开头朗诵得磕磕巴巴的，应

该得不到奖了吧？”妻子问。

“这已经不重要了。”我答道。见

妻子没有反应，我又补充了一句，“儿

子能在嘲笑中完成朗诵，便是我们得

到的最好的奖！”

冬日的夜晚，城市灯火辉煌，窗外的

寒风不停地尝试着，借助摇曳的树枝跃入

温暖的窗户。我和妻子围坐在女儿的学

习桌旁，陪着女儿画画。屋内的灯光温暖

明亮，让人感觉无比温馨。窗外的寒冷与

窗内的温暖，让我不禁想起了我们的生

活，无论在外经历怎样的奔波忙碌，回到

家都会有家庭的温暖时光。

屋顶的灯光洒在女儿的画作上，她在

画纸上尽情地挥洒着色彩，时而低头认真

描绘，时而停下手中的画笔，向我们展示

她的作品。女儿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画

着，她的小脸上满是专注，手里的画笔在

纸上留下了一道道彩色的痕迹。妻子坐

在女儿身旁，微笑地看着她，不时给她一

些指导和鼓励。我则坐在一旁，静静地欣

赏着这对母女温馨的画面。

窗外，冷风呼啸，将树枝吹得吱呀作

响。我抬头看了看窗外的风景，又回到了

眼前的画作。画中的色彩如此鲜艳，仿佛

能驱散冬日的寒冷。我想，这也许就是家

的力量，能让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

温暖。

妻子告诉我，女儿最近在学校里的表

现很棒，不仅在学习上认真努力，还积极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她感慨地说：“咱们

女儿真的长大了，变得独立、自信，越来越

好。”我微笑着点头，为女儿的进步感到自

豪。

这时，女儿突然停下手中的画笔，歪

着头看着我们说道：“爸爸妈妈，我想给你

们讲一个老师讲给我们的故事。”我们都

眼前一亮，期待着女儿的故事。她清了清

嗓子，开始讲述一个关于勇敢和坚持的故

事。

故事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冬

天里，为了给生病的妈妈买药，勇敢地独

自一人穿越大雪。她在雪地里几次摔倒，

但她没有放弃，仍旧继续坚持前行。最

后，她终于买到了药，回到家中。

女儿讲完故事，我们都为她点赞。我

微笑着对女儿说：“宝贝，你的故事讲得真

好，你就像是那个勇敢的小女孩，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都能勇敢面对。”女儿笑了，

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夜渐渐深了，家里的灯光变得愈加柔

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书桌旁，窗外的寒

风依然凛冽，但无法侵入我们温馨的小

屋。我看着妻子和女儿，心中充满了感

激，感谢她们给我带来这么美好的家庭生

活，让我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温暖。我

相信，无论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挑

战，只要我们一家人携手同行，珍惜这些

美好的时光，一定能走向幸福。

冲突
手机引发的“亲子大战”

这天晚上，孩子与我彻底打破

了掩藏许久的“伪和谐氛围”。那

时，她正在书房里写作业，我来到

她跟前，巧妙地说，现在电费越来

越贵，我们俩在一个房间学习可以

节约用电，还可以相互监督，共同

进步。征得她同意后，我便坐在一

旁看书。

但我并没有认真看书，因为我

要实施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那就

是“刺探”女儿有没有认真学习。

我佯装翻着书，偷偷观察她到底在

做什么，不料很快便有了成果。在

写作业的间隙，女儿总是频繁地把

手机拿出来翻看。我先是好言相

告，可她却每每用一句“知道了”回

应。几个回合后，我败下阵来，只

好忍气吞声继续观察。

听声音我就知道，她是在浏览

短视频，一刷几分钟，或者看群消

息，信息提示音响个不停。半小时

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再忍了，得

主动出击。于是，我让她把手机放

到书房外，没想到她毫不犹豫地回

绝：“不行，我要关注老师发的消

息！”又经过几次严正交涉无果，她

甚至变本加厉地拿着手机不放，并

扬言“你要看着我玩，我就玩！”明

摆着一副你奈我何的表情。

我隐忍了许久的情绪在此刻

彻底爆发，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她手上夺

下手机，狠狠地砸向地板，只听得

“砰”的一声，她瞬间跳了起来，像

一头愤怒的小狮子发出咆哮，开始

歇斯底里地哭诉：“我平日里学习

压力那么大，回来抽个时间玩玩手

机都不行，你赔我手机，你赔我手

机里的图片，那是我辛辛苦苦积攒

了两年的动漫图片。……”

我还在想应对之策的时候，她

不停地数落着，说讨厌这个家，讨

厌我，说我抹灭了她唯一的爱好。

“你把自己未完成的目标和心愿都

强加在我身上，对我不公平。我每

天都处在高负荷的学习状态，周末

回家放松一下，还要被你监视，真

没意思！”我跟她分析手机带来的

弊端，试图打断她的说辞，却越发

激起她的逆反心理。

我一时没有办法，只好以静制

动，认真、耐心地听她说，默默地记

下她说的每件事。或许是说累了，

愤怒的“小狮子”趴在沙发上，变得

萎靡不振。看她这副模样，我便见

缝插针，搞起了“怀柔战术”。我去

客厅里冲了一杯蜂蜜水，端到她面

前，然后走开。我用余光瞥了她一

眼，只见她先是犹豫了一下，还是

悄悄地端起来喝了几口，又轻轻地

放下。又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起

身，捡起地上的手机，冷冷地说了

一句：“你摔的手机，必须负责给我

修好，手机我可以不用，但里面的

图片必须在。”我赶紧举双手赞同，

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已经摔得

惨不忍睹，后壳也碎了。

“小狮子”最后“哼”了一声，关

上了房间的门。

改变
用心陪伴，拉近亲子距离

女儿一直以来都是个乖巧懂

事的孩子，周末我加班或者晚回家

时，她总会给我制造小惊喜，有时

我进门就可以直接吃饭。偶尔在

我忙的时候，她会冲杯自制的奶茶

端给我，看着我喝完，晚上也总是

嘱咐我早点睡。不仅如此，她人缘

很好，还特别能担事。一放寒暑

假，大人、小孩都喜欢找她玩，各种

活动邀约、出游，她一直扮演着大

姐姐的角色，呵护着每一个比她小

的孩子。

每次远行，吃穿用度女儿也会

操心备好，我也就落得清净，只需

要跟着她的步伐前行。手机事件

后，我开始反省自己，平日里对孩

子的所作所为是否得当，思索她控

诉的每一个微小细节，怎么解开她

的心结？怎样回到开心、快乐的亲

子时光？

我决定从改善周末伙食着手

修复我们的关系，我开始变着花样

做她喜欢的美食，给她准备喜欢的

零食。然后，我主动去接她放学，

以前，她都是自己独立上学、回家，

现在，我利用接她的机会跟老师沟

通她的近况，看看她平日阅读的书

籍，沿途再找一个共同话题，跟她

闲聊一会儿，拉近彼此距离，默默

改变那些让她不满的行为。偶尔，

我也会不露痕迹地提及手机带来

的影响，适时引导孩子转移注意

力，多跟她探讨她喜爱的历史书

籍，和她一起去图书馆，并有意识

地引导孩子与同龄人交流，用丰富

的生活体验和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把孩子从手机里“解放”出来。

我知道，目前，孩子正处在青

春期和叛逆期，家长只有以身作则

做好引导，真诚地和孩子交流，多

与孩子聊聊理想，谈谈感受，关注

孩子的心理变化，才能让孩子从内

心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和解
以身作则，与孩子共赢

为了跟孩子保持同步，我果断

卸载了手机里的短视频APP；也不

再拿着手机或智能音箱听书、听音

乐，在孩子面前减少看手机的频

率；在家里，我会自觉把手机放得

远一点。孩子写作业的同时，我也

会认真读书、写作，间或送去牛奶、

温水，适度关心；周末，孩子去上兴

趣班了，我便收拾收拾房间、拖拖

地，让孩子回家后能在干净、整洁

的房间心情愉悦地学习、玩耍。

慢慢地，孩子的态度有了改

变，对我也逐渐敞开了心扉。她会

主动跟我说说学校的趣事，谈谈学

习上的困惑，聊聊自己的想法。在

又一次愉快的聊天氛围中，她再一

次问起我手机能否修好时，我以一

种诚恳的态度告知她已无法修复，

只听她说：“没事，确实坏了，就当

是在提醒我不要沉迷了。”我那颗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我也渐渐领悟到，父母在子女

成长过程中需要扮演各种角色，当

跟孩子意见产生分歧时，需要快速

找到一种适合、有效的教育方法，

一边摸索，一边总结，陪伴孩子成

长的同时，自己也要做出改变，和

孩子共同成长。

正如《父母的觉醒》一书里所

写：父母能够放弃虚荣心、自负感、

控制欲，尊重孩子的天性，接纳孩

子的本真，才能与孩子建立亲密和

谐的关系。

这场手机事件，终于以“化干

戈为玉帛”告终，而我和女儿都是

胜利者。

没有一朵花不美丽 ■ 陈学长

多给孩子精神上的激励 ■ 林凡瑞

温暖的
冬夜时光

■ 许海龙

编者按

随着网络和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手机成了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怎样避免孩子沉迷手机，也成了
不少家长面临的难题。如何智慧地帮助孩子摆脱手机依
赖，回归现实生活？一位妈妈在与女儿因手机爆发冲突后
的思考和做法给家长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或许，比
起没收手机、严控使用时间等方法，与孩子良好沟通，建
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更加重要。

一场母女一场母女间的间的
““手机争夺战手机争夺战””

■ 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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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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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