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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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给小邱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小邱讲故事能力出色，但他并非

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班主任刘晋

丽回忆起小邱上学期刚转入班级时的

情形：“当时，他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都

比较差：上课喜欢插话，影响他人学

习；储物柜乱七八糟，东西随意摆

放……”这些不良习惯让小邱妈妈和

刘晋丽都深感头痛，无论怎样劝导，小

邱总是油盐不进。

转机出现在一次午间休息。“刘

老师，你知道‘家徒四壁’的意思

吗？”刘晋丽很惊讶小邱的突然发

问，在耐心为他解答后，刘晋丽想起

小邱妈妈曾提及小邱对历史书籍的热

爱，便故意反问：“那你知道这个成

语出自哪个历史故事吗？”这个问题

仿佛打开了小邱身上某个神秘的“开

关”，他兴奋得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地讲起“家徒四壁”的故事来。正准

备午休的同学们被小邱精彩的故事吸

引，纷纷围住他，认真听了起来。成

为众人的焦点后，小邱更加投入，直

到上课铃响，在刘晋丽的催促下，他

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座位。

从那以后，每天中午小邱都喜欢

缠着刘晋丽，给她讲自己改编的历史

故事。小邱的表现让刘晋丽陷入了思

考。她意识到，小邱在课堂上“多

嘴”是个缺点，但在课外，这何尝不

是他的优点呢？教育不就是要发现每

个孩子的独特性，挖掘他们的闪光点

吗？

“为小邱打造一个展示自我的舞

台！”刘晋丽心中生出了这样的想法。

她找到小邱妈妈，提议让小邱每周用

5到10分钟的时间给同学们讲故事，

充分发挥他爱说、会说的特点，增强他

的自信心。

如今，小邱声情并茂的讲述赢得

了全班同学的喜爱。在一次作文课

上，刘晋丽让孩子们描写身边的人，

一大半学生都选择了小邱作为主角，

他们在作文中对小邱赞不绝口：“他

看起来总是那么自信洒脱，这些有趣

的故事就像长在他的脑子里一样。”

“我最喜欢他讲的 《阿拉丁神灯》

了，独特的语调、风趣的言辞，再搭

配上他活灵活现的动作，让我仿佛置

身于那个古老而神秘的阿拉伯世

界。”“小邱讲的《荆轲刺秦王》可精

彩了，听的时候我的心情像坐过山车

一样跌宕起伏。”……

同学们的赞美、老师和父母的肯

定，让小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

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自

己擅长的领域崭露头角。”刘晋丽开心

地说。

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了，由于我和妻子的口

头语不断，诸如“烦死了”“上一边去”等，时间长

了，孩子也学会了，有时也“出口成脏”。教育孩

子还得从自身做起。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

的语言环境，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经过我和妻

子研究决定，在家庭中广泛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纯洁家庭语言，营造和谐氛围”活动。

我负责活动的组织和策划。为保证活动有

序开展，活动分为3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10天，

分别为宣传发动阶段、学习提高阶段和巩固发展

阶段。同时，为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成立了由

我任组长、孩子任副组长、妻子任成员的活动小

组，我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孩子负责活动的监

督检查和考核的日常记录，妻子负责活动的日常

事务。活动结束后，还要召开家庭总结表彰大

会。

在启动仪式上，我们集体在活动倡议书上

签了字，并粘贴上墙公示。日常考核由孩子负

责记录，每日表现好的，在当日的考核表格上

画上一面小红旗，凡是说了一句脏话，就画一

面小绿旗。

我们的活动是在孩子的哭声中开始的。那

天晚上，活动刚刚开始，因为家庭琐事，孩子哇哇

大哭，我威胁他再哭就画绿旗了，可他大声嚷嚷：

“我不干了，你画吧！”唉，活动刚开始就遭遇挫

折。活动期间，妻子生气时，口头语常常脱口而

出，气头上居然还说：“上一边去！我不在乎，什

么破活动！”尽管如此，活动还是受到家庭成员的

高度重视，口头语比活动前明显减少。

学习提高阶段结束后，我们召开了小结会

议。会议对活动的开展和取得的效果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强调了加强考核的公平性，为下一阶

段活动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活动终于顺利结束。全体家庭成员一致认

为，召开家庭总结表彰大会的地点应改在饭店进

行，隆重庆祝活动的圆满结束。总结会对活动小

组的副组长进行了口头表彰，奖品为四大名著一

套；对小组成员的进步给予了鼓励，并要求大家

再接再厉，继续进步。会议决定，活动虽然结束

了，但要继续打造“纯洁家庭语言，营造和谐氛

围”的长效机制，杜绝不文明语言。会议强调，每

个人要从自身做起，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

人，让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永远保持下去。会议

还对活动倡议书、考核表格存入家庭档案等事宜

做了安排 。

在我的书桌抽屉里，珍藏着几

本独特的绘本，它是女儿这些年自

己创作的图画书。

最上面那本，微微泛黄、边

缘起毛的封面上，写着几个规整

的铅笔字“爱做作业的兔姐姐”。

这是女儿 4 岁时创作的第一本绘

本，总共 6 页，绘图部分由女儿

独自完成，文字部分由女儿口

述，我帮忙书写。绘本的第一页

介绍了兔姐姐爱做作业；第二页

介绍了兔妹妹爱吃零食；第三

页，兔妹妹拿着零食走过来，问

兔姐姐要不要吃零食？兔姐姐

说：“不要，我要做作业。”第四

页，兔妈妈喊兔姐姐吃鸡腿，兔

姐姐说：“不要，我要做作业。”

第五页，兔姐姐睡着了，梦见自

己的头发长得好长、好长；第六

页，睡着的兔姐姐梦见自己拥有

了好多好吃的零食。

我一翻开绘本，那一段光景

仿佛昨日重现：放学归来，姐姐

坐在书桌前认真地写家庭作业。

妹妹拿着零食兴奋地凑到姐姐跟

前，奶声奶气地说：“姐姐，这个

可好吃了，你要不要吃？”那是爸

爸为了哄她，刚从超市里买回来

的。姐姐看到妹妹手里的零食，

眼里泛起光彩，却很快又转头继

续写作业，只说“给我留着”。妹

妹细心地捡出姐姐爱吃的口味，

放 在 一 边 ， 说 ：“ 这 些 都 是 你

的。”倘若到了吃饭时间，姐姐的

作业还没做完，无论大人怎么催

促，她都不愿上桌，直到把作业

全部完成，她才痛痛快快地吃起

饭来。她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

现在。我有时会想，这种自控

力，是谁投射给她的呢？是坚持

晨跑和读书，不断学习进取的我

吗？还是不畏严寒酷暑，始终热

爱工作的孩子爸爸？

第二年，女儿又创作了第二

本绘本《一只拖拉鸟的故事》。故

事的内容跟寓言故事 《寒号鸟》

大致相同，一只整天只会唱歌的

鸟儿，不愿花时间搭建巢穴，一

天拖一天，最后差点冻死在冬

天。与《寒号鸟》 不同的是：拖

拉鸟在濒临死亡时，得到了一只

美丽的小鸟的搭救，春天再次来

临时，两只鸟儿相爱了，还有了

几个鸟宝宝。拖拉鸟再也不拖拉

了。对于这个故事结局，我和女

儿有点分歧，我说：“这么懒的一

只鸟不应该冻死吗？”女儿说：

“这么执著于歌唱的鸟儿，不应该

有个喜欢它的女朋友吗？我要给

它一次生还的机会。”《一只拖拉

鸟的故事》 给我上了一课，我

想，女儿能跳出常规想法，是因

为她不仅有颗善良的心，还有一

双善于发现他人优点的眼睛。

女儿上二年级时，能写很多字

了，便用文字创作了童话故事《安

琪兔的故事》。我将她的《安琪兔

的故事》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鼓励她一集接一集地创作下去。

在“安琪兔系列”里，安琪和小琪就

是她和妹妹的化身，她们经历了一

次次的奇幻旅行，邂逅了会魔法的

仙女，又靠智慧《两擒老鼠》，然后

穿过《魔法花园》，看见了《天狗吃

月亮》。她的小脑袋里，藏着一个

我猜不透的世界，那里总有挖不完

的宝藏。

今年，女儿读四年级了，她的

作文《我和小红帽过一天》发表在

报纸上，这让她开心了好久。她不

知道，这小小的收获，得益于她很

早以前的“播种”，以及每一次勤恳

地“施肥”。

在女儿的绘本故事里，有她和

妹妹一起成长的时光印记，也有我

对她们细致入微的点滴呵护和谆

谆教诲，它是我们平凡且细碎的生

活的真实记录，如繁星点点，也如

潺潺流水，勾勒了童年的美好，也

交织着生活的趣味。

夜幕降临，我忙着将一道道美味的菜肴摆上

桌。此时，我瞥向书房，只见儿子坐在书桌前，两

眼呆呆地看着作业本，手中的笔像是被施了魔

法，在纸上漫无目的地游走。儿子上三年级，成绩

平平。尽管我绞尽脑汁，努力教导他，但他学习

时看起来总是心不在焉，甚至有些疲惫和迷茫。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

头：或许，要让他先体会生活的苦，才能明白学习

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不再紧盯着他的学习，

而是动员他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

“儿子，晚饭准备好了，来厨房帮妈妈盛饭

吧！”我朝书房大声喊道。他抬起头，眼中闪过一

丝惊讶，但很快便起身，像只好奇的小猫，走进了

厨房。

他站在电饭锅前，眉头紧锁，然后转身望向

我：“妈妈，怎么盛饭呢？”我心中虽有些气恼，但

想到他从未接触过这些，便耐下心来，按下电饭

锅的按钮，指了指碗柜：“饭勺和碗筷在那里。”他

小心翼翼地拿出碗和饭勺，开始盛饭。整个过

程，他格外认真，仿佛在进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终于，他将一家人的饭都端上了桌。他问

我：“妈妈，电饭锅直接盖上吗？”我无奈地点了点

头：“嗯，合上就行。”儿子连这么简单的事都要反

复问，以后能有什么出息？我失落到了极点。

正当我努力消化着自己的情绪时，儿子却突

然说：“妈妈，明天你教我煮饭吧，以后我放学回家

先把饭煮起来。”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那双明

亮的眼睛中充满了坚定与期待。那一刻，我发现，

儿子并非我想象中那般，他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

努力，也许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和成长。

我开始教他做更多的家务。起初，他并不熟

练，打碎过碗，还把木地板拖得到处是水，但我没

有责怪他。渐渐地，他做家务越来越得心应手，

甚至越来越爱干净，会自觉打扫卫生、整理房

间。做家务时，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快乐的笑

容，仿佛每一件事都充满了乐趣。更令我欣喜的

是，他的学习状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

开始主动学习，对待作业更加认真，老师的表扬

也越来越多……

我深刻地认识到，孩子的成长需要我们给予

更多的耐心和理解。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

不够出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潜力或者

能力。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兴

趣，引导他们去尝试、去体验、去成长。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自我价值。

儿子学会了做家务

家庭活动巧安排
■ 崔宗波

■ 吴阳舒

女儿的绘本故事 ■ 彭时美

每周在班上开故事会——

““说书达人说书达人””小邱是这样炼成的小邱是这样炼成的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成都市教育
局发布了一则视频，一
个小男孩站在写有“小
邱说书”的讲台旁，情
绪激昂、侃侃而谈。视
频引发网友关注，纷纷
留言称小男孩是“李伯
清的接班人”。“小邱”
是谁？“小邱说书”是如
何诞生的？本期，我们
走进成都市龙泉驿区
光华东山学校三（6）
班，了解“小邱”背后的
故事。

小邱

“第一次上台，我心里直打颤”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邱说书’，我是来自三

（6）中队的小邱……”每周五的道德与法治课上，

熟悉的开场白都会在光华东山学校三（6）班的教

室里响起，令人期待的“小邱说书”开始了。

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小邱自信满满地走

上讲台。他举起右手，眼睛格外有神。突然，他

猛地一拍桌子，声音洪亮地说：“今天，我要讲述

的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事。讲之前先说个小

插曲——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呢？因为在元朝的统治下，普通百姓没有资格拥

有真正的名字，他们通常以姓氏加上出生日期来

命名。比如，你在5月6日出生，那你就会被称作

朱五六。而朱元璋恰巧在8月8日出生，因此得

名朱重八，或者更亲切地叫他朱八八……”

这个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男孩名叫邱钰翔，

他皮肤黝黑，留着小寸头，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

显露无遗，说话的速度如同连珠炮一般。在同学

们的眼里，性格开朗的小邱是一个平凡又不平凡

的小学生。平凡的是，他和大家一样爱笑、爱闹、

会犯错；不平凡的是，他擅长说书，从班级讲到年

级，从年级讲到全校，甚至讲到了成都市，被大家

亲切地称为“小李伯清”。

“第一次上台时，面对台下几十双注视的眼

睛，我心里直打颤，生怕自己讲错，肢体动作也十

分拘谨。”小邱说，尽管平日里自己社交能力出

众，无论与谁初次见面都能自如交谈，但站上讲

台说书，对他来说是未曾有过的挑战。

从“小邱说历史”到“小邱说书”，半年多的时

间里，小邱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不断琢磨和改进

自己讲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他的语言表达虽不

如专业人士那般精准，但更贴近小学生的生活，

易于我们理解和接受；他动作夸张，让故事更加

生动有趣，牢牢抓住我们的眼球。”同学夏洋是小

邱的忠实粉丝。

如今，小邱在台上的表现可以用“如鱼得水”

来形容。他口若悬河，语速极快，同时配合恰当的

语气、神态和动作，把控全场：双眉紧皱再用力跺

脚，表达愤怒；晃晃脑袋再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奈

何；讲到兴奋之处，他突然一个下蹲起跳，让同学

们目瞪口呆；台下有同学自顾自地讨论，他轻轻拍

手，巧妙地将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故事中。

妈妈

“多鼓励、多表扬对孩子的
成长更有益”

“刘老师提议为小邱策划一个说

书节目时，我心里是很犹豫的。”当时，

小邱的妈妈李岚顾虑到，儿子的学习

成绩本就堪忧，如果再分心准备节目，

恐怕会影响学习。
面对李岚的担忧，刘晋丽耐心地

给她分析小邱的情况——学习主动性
和积极性都不高，说书或许能帮助他
建立自信，进而激发学习兴趣。“不如

让他尝试一下。”就这样，抱着“死马当

活马医”的心态，李岚陪儿子一起做起

了“小邱说书”。

起初，在新鲜感的驱动下，小邱表

现得颇为积极。每周五讲完故事后，

他就会确定下期要讲的内容，利用周

末熟悉故事内容。“说书并非简单地背

书，如何讲出特色才是关键。”李岚提

醒他，既然是“专栏”，自然要提高标

准，这使小邱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愿积

极准备和练习。

怎么帮助他改善状态？李岚与刘

晋丽沟通、商量后，为小邱制定了3

个策略：首先，增加听书时间。小邱

自幼便爱听“凯叔讲故事”，他的许

多语言特色都是在模仿凯叔的过程中

学到的。多听书不仅可以帮他积累素

材，还能让他学习如何讲更具感染

力。其次，从小邱擅长的题材入手。

李岚知道儿子对历史故事更感兴趣，

前几期便以这类题材为主，减少他的

抵触情绪。最后，从简短的故事开

始。李岚建议儿子先将故事时长控制

在 3 分钟之内，简短的故事便于记

忆，也更容易发挥，熟练之后再逐步

增加时长。

儿子在进步，李岚也在成长。最

初陪儿子练习时，她总是忍不住打断

他：“这里太啰嗦了，那里没有逻辑

性 ……”结果往往导致两人不欢而

散。后来，她尝试着“管住嘴”“放开

手”，才发现许多问题孩子可以一边练

习，一边自我修正，她不应过多干预。

在班级的一次家长开放日上，小

邱为所有家长现场表演了一段“说

书”，他的风采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那份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魅力，收获

一致好评。

“以前，我经常批评小邱，总说他

这不好、那不好。但是通过‘小邱说书’，

我看到了他自信、勇敢、落落大方的一

面。因此，我也在反思自己，不要总是

盯着孩子的缺点，一味地批评他，多鼓

励、多表扬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更有

益。”看到儿子的转变，李岚感慨地说，

作为父母，要学会多角度欣赏孩子，接

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给予他们足够

的容错空间。

小达人小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