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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朋友小文就在微信群里

大倒苦水，说这才开学几天呢，为了

孩子，自己差点心脏病都要犯了。原

来，她以为孩子在认真学习，还熬夜

了，一副辛苦的样子，可实际上，孩子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熬夜偷玩

手机呢。

既然发现了，当然得没收手机加

严厉批评了，可孩子不服，说别人家

妈妈才不像你，别人家妈妈对孩子都

可好了，言外之意就差没说小文“虐

待”了，可这真是“虐待”吗？是真如

孩子感觉的那样，小文对他不好，不

爱他吗？说不到一块，两人自然是各

种吵，小文说，你们都想象不到，养到

十多岁的孩子，那嘴可厉害了，说的

话可伤人了。……

小文正说得各种哀怨，群里的小

丽插话了，小丽说：“这有啥好管的，他

要玩手机就让他玩，疏大于堵，堵则

溢，疏则顺，你管着他，压制着他，不让

他玩手机，孩子正是叛逆期，他能不反

抗吗？你让他玩腻了，他不就不玩了

吗？”小丽举例自己的儿子，说他曾经

也各种玩手机，每次她管，孩子就各种

闹，家里则鸡飞狗跳，现在她索性不

管，由着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

路，做家长的又何必非要和孩子争输

赢呢？争赢了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话也算通透，于是我们问小

丽，现在她儿子玩手机这事控制住了

吗？结果小丽叹气，说：“还玩，不过

至少我不会每天生气，也不用担心孩

子偏激做出什么傻事来。”此话一出，

群里不由一阵沉默，难道教育孩子只

剩听之任之了吗？反正于我心里，我

对此不敢苟同，我相信这世间很多的

父母应该也修炼不到这境界。

想起我女儿上初中的时候，也是

贪玩手机，然后成绩大幅下降，早先我

还不知原委，后来知道原因后，我不仅

对孩子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女儿晚上

写作业、背课文时，我更是一直在边上

陪着，直到她事情做完。实在不行，吵

过、闹过，也打过，那一段时间，真可谓

是昏天黑地，无数次想放弃，又无数次

咬牙坚持，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和

她争输赢，我是想为她争未来。

事实上，这世间，有多少父母会

和自己的孩子争输赢呢？而之所以

倔强地想去约束和改变孩子，不过是

出于担心、出于爱。有自制力的孩

子，父母自不用多管；如果孩子缺乏

自制力，父母的监管便尤其重要，不

可或缺。时至今日，我无数次想过，

如果当时我不管女儿，她可能连高中

也考不上。也不乏有人说可能那时

不管，孩子考得更好，但这未知的事，

我们谁敢赌？

一时不管孩子，或许可以赢得轻

松，但轻松过后呢，我们又是否有信

心去承受未知的后果？如果不想以

后后悔，我觉得，在合适的方式、方法

中 ，该 争 还 是 要 争 ，该 管 还 是 要

管。……

几天前，带着女儿打算去超市买

学生用品。走到半路上，碰到以前的

一个同事，她带着自己5岁的儿子准

备参加一个书法培训。小家伙看到

我后，一点也不认生，先是欢快地叫

了一声“叔叔”，随后，他又跑到女儿

身边，踮起脚想要抢女儿手中拿着的

手机。

小家伙可爱的样子逗得我差点

笑出声来，不承想，同事却立即严厉

地制止了儿子的行为，最后有些无奈

地向我抱怨：“孩子实在太不听话了，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批评教育，但他好

像就是改不了身上的一些坏毛病。”

我听后摇摇头，微笑着对同事说道：

“男孩子调皮一点也无所谓，不用太

往心里去，等慢慢长大后，自然会听

话懂事。”同事听后叹息一声：“话虽

这样说，可我还是喜欢那些听话的孩

子，既不用操太多的心，又讨大人的

喜欢，多好！”

和同事分手后，一直没有说话的

女儿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我：“爸爸，你

喜欢听话的孩子，还是喜欢不听话的

孩子？”显然，女儿刚才将我说给同事

的话全记在了心里。在心里思忖了

一下后，我认真地对女儿说道：“听话

的孩子当然大家都喜欢，不过，不听

话的孩子并不代表他们不好，只是一

些爸爸妈妈，没有发现他们孩子可

爱、听话的一面。其实，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优秀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

的回答女儿听明白了没，不过她并没

有再继续问下去，只是若有所思地点

了点头。

我忽然想起表弟家的孩子涛

涛。涛涛从小在父母的严厉教导下

长大，从来不和父母顶嘴。然而上

了小学一年级后，老师告诉表弟，

涛涛在学校里非常内向，上课时不

敢举手发言，下课后不敢和同学们

一起玩耍。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涛涛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害怕自己

答错挨老师批评，也害怕同学们说

自己胆小。”

一天，表弟有些无奈地对我说，

孩子虽然听话，但却不善于提问题、

提要求，因为他总怕自己被对方拒

绝。“看来，孩子还是调皮一些比较

好。”表弟最后深有感触地表示。听

了表弟的话后，我想到自己以前不知

在哪看到的这样一句话：“过分听话

的教育，你养大的不是孩子，而是那

个复制你的思想、执行你的指令的木

头人。”

所以，有可能的话，我们养一个

“不听话”的孩子吧。“不听话”并不代

表他们不乖，更不代表他们就是大家

眼里的坏孩子。虽然他们身上可能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小缺点，但是，他

们却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懂得

如何与他人相处，同时，也能主动思

考问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

什么。这些，可能是一些“听话”的孩

子身上所不具备的。

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颗科学的

种子，他们天生就对自然满怀好奇和敬

畏。教育所要做的，就是保护好孩子们

的好奇心，让这颗科学的种子生根发

芽，最终成为他们的创造力之源。

作为一名儿童科幻作家，刘俊的创

作灵感就源自女儿的好奇心。一次，他

和女儿在湖边散步，女儿望着湖里的鱼

若有所思：“爸爸，人类是从鱼进化来

的，如果现在有人发明一种能加快生物

进化的液体，把它倒进湖里，会进化出

什么物种呢？”刘俊被女儿天马行空的

想法吸引了，在给女儿解释科学原理的

过程中，更多的灵感火花被碰撞出来。

在《科学小捣蛋——李不言和他舅

舅的冒险故事》一书中，刘俊把高深的

科学知识和轻松幽默的冒险故事相结

合，讲述了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少年

李不言，与他自学成才的科学狂人舅舅

在观察生活、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过

程中，脑洞大开，搞出各种发明创造，发

生一系列光怪陆离事件的故事。书中

第一个故事“神奇的进化液”，就来自他

和女儿的湖边散步。

在讲座现场，刘俊还分享了自己对

科幻作品和科学精神的理解。在他看

来，好的科幻作品，要表现我们对未来

世界科技进步的展望，此外，还要表现

人类面对危机时的坚强、毅力和不屈精

神。“通过对未来科技的想象，鼓励大家

跨越思想的局限，探索更先进的科学技

术和更美好的未来，也催生了现实的科

技发明，比如人造卫星、潜水艇，这些高

科技都受益于科幻作品的启发。”

培养科学精神除了保持好奇心，还

要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实践探索和在试

错中寻找答案。当孩子问“为何天空是

蓝色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时，家长

如何回答？也许一次科学的引导，就能

开启他们对宇宙无尽奥秘的追求。

“无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还

是科研领域里的重大课题，提出问题都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刘俊说，问题的

价值并不在于其大小或深浅，而在于是

否敢于挑战既有的认知。因为只有不断

提问和思考，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逐步推动科学的进步，让人类的认知边

界不断拓宽，进而揭开更多的自然之谜。

一本书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兔

妈妈深情地拥抱着小兔子。女儿凝

视这个画面许久，竟然缓缓地说：

“我也有妈妈，是爱我的妈妈！＂

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我的思绪随之被拉回到女儿刚

从老家被接回来的那些晚上，当时，

我几乎夜夜与睡眠失约。仅仅不到

半年的时间，却成了我和女儿之间

横亘的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我们隔

河而望，生疏得像陌生人。快3岁的

她像树袋熊一样挂在奶奶身上，不

让我和她爸爸靠近半分。奶奶着急

地告诉她：“这是爸爸妈妈呀！”她一

边哭闹，一边不停地拍打手机。奶

奶若有所思，解释到，可能因为我们

总是视频通话，孩子觉得手机里才

是爸爸妈妈。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着我们，难

过和自责在心中翻涌。我没有当好

一个母亲。可送她回老家，也确实

是我们的无奈之举。老人在城市里

住不习惯，总是惦记家里。我又赶

上带初三毕业班的关键时期。想着

让老人心里舒服一些，也为了全力

以赴带好班上的孩子，我只好狠心

把女儿送回了老家。

这大半年，我用忙碌麻痹自己

的思念，每次关视频总是强忍泪

水。终于，学生顺利完成中考，我也

马不停蹄地接回了女儿。却不承想

是这番景象。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也没有太

大好转，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发现了

她的许多不太好的习惯，比如喜欢

看手机短视频，看起来就停不下来，

语言表达能力不强，性格急躁……

无尽的焦虑深深把我淹没。在一筹

莫展之际，我发现她很喜欢看我之

前为她准备的绘本。这让我惊喜，

多年的教育直觉告诉我，或许有了

个好办法。

我赶快投其所好，试探着声情

并茂地给她讲绘本中的故事，她竟

慢慢不再拒我于千里。

我乘胜追击，来到书店，精心

挑选了更多温暖亲情、成长习惯、

科普知识等方面的绘本，还和她爸

爸一起给她布置了一个漂亮的阅读

角。

我给她读《我妈妈》，一遍一遍

深情地读着：“我爱她，而且你知道

吗？她也爱我，永远爱我。”轻声地

给她讲述，妈妈之前有些忙，但是真

的很爱她。爸爸给她读《要是你给

老鼠玩手机》，潜移默化中，她似乎

也理解了不要沉迷手机。在阅读书

籍时，我们还常常停下来发问或者

角色扮演，引导她慢慢开口和我们

交流。……

所以，当女儿看着绘本上兔妈

妈深情地拥抱着小兔子，说的话语

唤醒了我所有的泪。那一刻，我知

道我们都经由共读，被治愈了。

后来，无论多忙，下班回家，我

都要陪女儿读一会书，除了增进感

情，我还可以了解她的思想，发现她

的兴趣爱好，比如她在阅读中提出

新的问题，我便会顺着她的问题去

买更多相关书籍，和她一起带着问

题阅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收获新

知。她也因为较大的阅读量，经常

被老师和同学表扬。

现在，她已经是一名能自主阅

读的小学生了，我们一起共读，有时

读同一本书，有时阅读各自喜欢的

书，然后进行思想交流。我们还有

了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周末一起

去图书馆，借阅心爱的书籍；去一个

陌生的城市，总要先去这个城市最

大的书店，买本书回来当纪念。

我也经常把我和女儿的故事和

阅读方法推荐给班上的家长，尤其

对于叛逆期孩子的家长，多读孩子

喜欢的书籍，哪怕是一本流行的漫

画，都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书籍是建

立沟通和理解的最好桥梁。许多学

生家长也和我反馈，亲子阅读带给

他们的可喜变化。

感谢亲子阅读，让我疗愈亲子

关系的同时，提升了自己，为我成长

为一名更好的老师和母亲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助力。未来，我会更加坚

定地进行亲子阅读，同时也会不断

探索和推广亲子阅读，让亲子阅读

照亮、温暖更多孩子和家庭。

双向疗愈的
亲子共读

■ 李遇己

养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 姚秦川

争的不是输赢，而是未来 ■ 管洪芬

“在宇宙的深空里，地球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我们在地球上也只是小小的存在。但形态的渺小不能阻止我们广阔无边的探索和思考，我们的精神是无限的，未来是无
穷的。”3月2日，在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儿童科幻作家、科普工作者刘俊以“培养科学精神，迎接美好未来”为主题，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科学课”。

用科学精神用科学精神““畅游畅游””智能时代智能时代

科幻电影里，最让人目眩神迷

的都是关于未来的场景：瞬移技术

让人们轻松穿越空间，空中飞车在

天际穿梭自如，失重条件下的太空

城成为人类的新家园；更别提那些

充满科技感的电子产品，它们让人

类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高效。

“科技的进步不仅将改变我们的生

活方式，还将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

让我们能够触及到前所未有的领

域。”在儿童科幻作家、科普工作者

刘俊看来，科技的巨大进步是未来

最显著的特征。无论是横空出世的

Sora，还是人类首次植入脑机接口

芯片，都在揭示一个事实：科技正在

深刻变革我们的世界。

“前不久，苹果发布的Vision Pro

眼镜已经开始尝试将虚拟现实的概

念落地，虽说部分功能还有待完善，

但随着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人

们的思想将能够自由穿梭于虚实之

间，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世界。”

刘俊举例，比如在电影《头号玩家》

中，人们可以像变魔术一样随心所欲

地创造和改变一切。由此可见，与身

体相比，人类思想意识的巨大扩展将

为未来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

“‘超能力’看似天方夜谭，未来

却有可能实现。”在孩子们的惊讶声

中，刘俊进一步展开。他认为，通过

科学锻炼和基因改造等手段，未来

的人类将拥有更强健的体魄和更强

大的心智。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

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

各种挑战，还能让我们在探索未知

领域时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每个人心中的未来都有独特

的模样，无论未来如何变化，青少年

学生都应该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紧紧拥抱

科技和时代的发展脉搏，不断提升

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刘俊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什么是“科学精神”？刘俊用

通俗易懂的话告诉孩子们，以好

奇的态度从生活中提出问题，以

钻研的精神从实践中寻找答案，

就是科学精神，也是人们常说的

求知欲。

“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有助

于他们构建独立思考、协同合作、逻

辑推理、归纳总结、自我学习和深入

观察六大能力。”刘俊认为，在学习

中，这些能力被广泛运用。比如，在

完成数学题时需要逻辑推理、归纳

总结以及自我学习能力。除了这

些，还需要提高合作能力和观察能

力，这些都是青少年在培养科学精

神时需要掌握的。

“科学精神能够激发人们探索

世界的热情，这种热情甚至可以改

变个体的命运。”刘俊以华裔女科学

家李飞飞的经历为例。李飞飞在中

学时期英语并不出色，家庭条件亦

不宽裕，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未阻止

她的求知欲，对科学的热烈追求让

她在学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并最

终考入普林斯顿大学物理专业。完

成理论物理学业后，李飞飞并未按

常规路径发展，转而进入加州理工

学院攻读机械专业。毕业后，她在

面临知名企业的高薪邀请时，选择

了一条更具挑战的道路，投身斯坦

福大学 AI 实验室从事人工智能研

究，当时这一领域的女性参与者寥

寥无几。凭借卓越的科研能力，李

飞飞成为全球 AI 系统领域的佼佼

者。

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12.93%，

比 2020 年的 10.56%提高了 2.37 个

百分点。

刘俊认为，科学精神的高度不

仅会影响青少年的逻辑思维能力、

学习提升能力，也决定其今后的就

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关系

着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因

此，培养科学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的

需要、教育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

要、国家的需要。

培养科学精神，迎接未知挑战

未来已来，你准备好了吗？

呵护好奇心，孕育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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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为小读者签名。（张文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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