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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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最喜欢吃我做的

菜。每次无论我端上什么

菜，儿子都会夸赞：“妈妈做

菜真好吃，可以申请专利

了。”听着儿子的甜言蜜语，

我做饭的辛苦和疲劳一扫

而光。

一天，看到儿子兴致勃

勃地边吃边问：“妈妈，你是

怎么做出来的啊？怎么就

那么好吃呢？”我心里一动，

何不把儿子请进厨房，让他

也学做一些简单的菜呢？

想到这里，我对儿子说：“你

想不想知道妈妈是怎么把

那些蔬菜变成美味的菜肴

的？想不想尝尝自己亲手

做的菜呢？”

儿子一听，很是兴奋，

立刻摩拳擦掌：“妈妈，我想

知道你是怎么做菜的！”于

是，我领着儿子进入厨房。

我拿出一把油菜，对儿

子 说 ：“ 来 ，这 个 菜 ，你 来

做。”在我的指导下，儿子把

油菜叶子一片片摘下来，放

在水盆里，仔细地清洗。然

后，用小刀小心翼翼地一刀

一刀切开。我嘱咐儿子：

“用刀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左

手手指，离刀锋要远些。”看

着大小不一的菜片，儿子有

些难为情。毕竟这是他第

一次切菜，我鼓励他：“不

错，第一次就切成这样相当

不错了。”紧接着，儿子又按

照指导切好了葱花。

我领儿子来到灶具旁，

告诉儿子煤气灶的开关按

钮、如何控制火苗大小，教他

如何打开抽油烟机。然后，

我把炒菜锅放上，指导儿子

放好适量的油。我让儿子先

将葱花放入，他离锅远远的，

把葱花猛地往锅里一扔就跳

到了一边，生怕油溅出来烫

伤自己。看着儿子的滑稽

样，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

来。我告诉儿子，轻轻放进

去就可以了。然后，我示意

儿子放入油菜，再依次放盐、

鸡精等调味料。

当热气腾腾的油菜端

上饭桌，儿子兴奋极了，赶

忙夹起尝了一口：“妈妈，

嗯，不错，挺好吃。”儿子满

足地吃着，一脸成就感。

我也尝了一口，虽然有

些咸，但这是儿子第一次亲

手做的菜，在我看来，它是

一道无比美味的菜肴。

儿子一边吃，一边若有

所思地说：“妈妈，我知道我

做的是最简单的菜。尽管

简单，但也很不容易。妈妈

每天做不重样的菜，是不是

更辛苦？”听到儿子懂事的

话语，我内心涌起一股暖

流。我知道，将儿子请进厨

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儿

子体会到父母的辛苦，懂得

体谅和尊重父母，今后也会

爱惜每次的饭菜。

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

他们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

太多。家长不仅要帮助孩

子努力学好功课，也要不断

帮助孩子增加生活知识，提

高自立能力。

“幼升小”过渡期，家长可以将书

写、数学等学习融入生活、变成游戏，

增加孩子对学习的期待和自主学习的

动力。“阅读比写字更重要，多读绘本

可以帮助孩子了解社会规则和人际关

系。”巨红琳表示，“除了读书、写字、算

数，孩子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家长不能忽视孩子在这个阶段的社会

性发展，帮助他们学习合作、面对挫折

等，还可以建立起初步的职业认识。”

将关注的重点从“学习的内容”

转移到“学习的情绪”上，是家长应该

做的尝试。与其为孩子的学业而焦

虑，不如帮助孩子“爱上学习”。对于

即将进入小学或初入小学的孩子而

言，卷面上的等级、在班级中的排名，

都只是暂时、表象的结果，不厌恶学

习，有浓厚的探究欲、好奇心，才能更

好地激发学习的潜力，逐步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

“家长为孩子做规划应以保护孩

子的学习兴趣为起点，不要过于着急

而伤害了孩子的学习情感。”巨红琳

进一步解释，“只有真正感兴趣，才能

体验到成就感。自我激励是孩子信

心的重要来源，当他的状态偶尔有起

落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相信自

己总会越来越好’的正向心理能量会

成为他的重要支持。”

如何培养孩子积极、阳光的心

态？巨红琳向家长推荐了4件“最重

要的事”：运动、阅读、谈心、做家务。

巨红琳指出，运动可以产生多巴

胺，尤其是亲子共同参与户外运动，

与大自然深入接触，在阳光下挥洒汗

水，更有助于收获好心情；阅读是可

以陪伴孩子一生的能力，书籍会成为

他一生的避难所；谈心与交流会帮助

孩子收获更好的人际关系，善于倾听

与共情也会使孩子得到更多的支持；

带着孩子一起做家务，既是培养他的

劳动能力，也是在培养孩子主动承担

责任的意识。“我们常夸奖一个孩子

‘眼里有活儿’，这是从小在家庭中锻

炼出来的，在未来，步入社会，‘眼里

有活儿’有时比学业成绩更加重要。”

巨红琳说，“积极的心态能使人走得

更加长远，家长可以试着从关注自己

的情绪和身心感受做起，养育一个有

幸福能力的孩子。”

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瑰宝，饱读诗

书的孩子可以从诗词歌赋中见识万里

河山。之前，我陪女儿学诗，女儿总是

热情不高。

一天，上一年级的女儿放学一回

到家，就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她的课

堂趣事。女儿愉快地说：“妈妈，今

天语文课，我们正在学古诗，突然，

从窗外飞进来一只小鸟，停在我同桌

的语文书上，左看右看，拉了屎，飞

走了。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连老师

都跟着笑了。”女儿一边说，一边笑

得前仰后合。我一听，也跟着大笑起

来。

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

这只偶然间闯入古诗课堂的小鸟，是

让女儿学古诗的契机。于是，我趁机

对女儿说：“这是一只很有诗意的小

鸟，估计是想来当你们的老师，教你们

学古诗，你们要跟着它好好学。”趁热

打铁，我赶紧找来一些关于鸟的古诗，

和女儿一起学习起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

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的《鸟鸣

涧》描绘了一幅幽静、美丽的春山月夜

图。女儿想起之前和我们月夜爬山的

经历，欢快地说：“妈妈，我记得。那天

晚上月亮追着我跑，我追着萤火虫跑，

山里时不时还有鸟叫，就是这个场

景。”看来，女儿跟着古诗，陷入了美好

的回忆。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

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

母归。”白居易的《鸟》，语言质朴、感情

真挚，通过蕴含真情的“子望母归”，以

鸟喻人，写出了生命的平等与可贵。

诗人的善良、仁爱之心跃然纸上，女儿

一边诵读，一边悄悄红了眼圈。

“村南村北春水鸣，村村布谷催春

耕。手捧饭盂向天祝，明日插秧还我

晴。”明本的《田歌》，展现了布谷鸟催

春耕的农村生活。我给女儿解释，一

年之计在于春，只有在春天播下种子，

秋天才能有所收获。女儿若有所思地

回答：“妈妈，你整天催我写作业，就跟

布谷鸟催耕一样。布谷——布谷——

写作业啦！”听她这么一说，我竟觉得

好像有点道理。

我们一天“认识”一首古诗词里的

鸟，一会是庄子《逍遥游》中满腔抱负

的大鹏鸟；一会是杜甫《春望》中乱世

悲歌的惊心鸟；一会是白居易《钱塘湖

春行》中争暖树、啄春泥的欢快鸟……

我和女儿都学得不亦乐乎。

一花一世界，古诗词里，大自然美

妙的万物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下一

次，或许我们会跟着“花老师”“风老

师”“雨老师”……不断走进古诗词的

世界，去探秘、去感受，去寻找心灵的

共鸣。

孩子们期盼许久的暑假开始了，

两个月的时间，可真称得上是一段“悠

长假期”。

这不，暑假刚开始，女儿就在写暑

假计划表。我拿来一瞧，每日的日程

被她排得满满的。内容是这样的：“睡

到9点起床，吃早饭后休息10分钟，然

后写作业、画画。中午午睡，起来后看

书、与小伙伴玩耍，晚上看电视、散

步。”劳逸结合，还挺不错的。

孩子上学时，每天早上闹钟响起，

她都会打着哈欠说：“真想多睡会儿！”

现在放假了，可以放心地睡，睡到自然

醒。暑假本来就是休养生息的时候，

适当睡睡懒觉也对身体有益。不过，

虽然不上学了，但不能“刀枪入库，马

放南山”，学习还是不能放松的，要按

时完成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并且，保

质保量。这点女儿做得很不错，她总

是自觉、主动完成作业。

平时，女儿只是周末看会儿电

视，假期，看电视得到允许。我给她

规定，每天看一个小时电视，到时间

就关机。至于何时看、看什么，由她

自己安排，她过足瘾了。以前，女儿

最爱看动画片，现在，她也爱瞧些知

识性、趣味性的节目，比如《中国诗

词大会》。小家伙倒挺会享受的，吹

着空调，拿着电视遥控器，坐在沙发

上，甭提多惬意了。酷暑时节，还有

女儿最喜欢的西瓜。隔一天，我就买

回个大西瓜。在冷水里泡过之后，剖

成两半，女儿用勺子挖着吃，大快朵

颐。

在放假前的家长会上，老师要求

孩子们在假期里多读一些有益的课外

书，并给出了书单。我按照要求，在网

上买了几本回来。女儿可是个“小书

虫”，拿到新书后，便迫不及待读了起

来，好好享受这精神食粮。不光是阅

读，我还让女儿尝试着写书评，锻炼她

的概括、写作能力。因为喜欢，女儿也

不觉得厌烦。针对女儿体质弱、身材

偏瘦的情况，我还给她报了个跆拳道

班，希望她能强身健体。

漫长的暑假，孩子不能当“宅

孩”，也需要走出家门，去外面的世

界精彩一回。穿上游泳衣，带上救生

圈，我带着她去浴场游泳。在碧波里

畅游，感受清凉，做个快乐的“小鸭

子”。很多家长还会带孩子去外地旅

游，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也会根

据实际情况，带着她去造访周边的小

镇、游乐园，看山看水。虽然有些

累，但是，从心底涌出的是快乐的滋

味。

女儿常常羡慕我的童年，可以捉

萤火虫、逮知了，那样无忧无虑。为

此，我也陪伴她去做我童年爱做的

事。当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飞舞着来到

她的手上时，我看到了闪烁微光下她

的笑脸。

与淹没在题海、疲惫奔波于各补

习班相比，我觉得，给孩子一段快乐的

时光，过一个有意义的“悠长假期”，可

能更重要。

让暑假变成“悠长假期” ■ 张帮俊

厨房里的
“功课”

■ 刘成彬

跟着小鸟学古诗词 ■ 雷亚梅

读懂孩子读懂孩子 成就孩子成就孩子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成长不是在原地踏步中发生，

而是一个“阶梯式”迈进的过程，一

步一步走向成熟。随着年龄的增

长，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而

每个阶段也都有各自的“成长重难

点”。

从幼儿到少年，是孩子与世界

初步接触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

更加需要家长的陪伴与引导。“大多

数人的成长都会经历这样 3 个‘阶

梯’。”巨红琳介绍，0-3岁，孩子最需

要的是安全感，这会给他们向外界

探索的勇气，初步突破“人际关系”

的屏障；3-6岁，孩子更需要建立起

自信心，在运动、游戏等互动中获得

满足感，突破“畏难情绪”的屏障，愿

意做更多探索与尝试；6-12岁，孩子

进入小学阶段，会遇到更多学习任

务和挑战，此时“上进心”的培养格

外重要，能帮助孩子突破“动力不

足”的屏障。

遵循成长的规律，孩子才能健

康地长大，如果在某个敏感期，孩子

的核心品质没有得到发展，会导致

接下来的敏感期被顺延。“成年人应

该放慢节奏配合孩子，让孩子在敏

感期内得到充分、良好地发展。”巨

红琳说。

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

段理论”，巨红琳进一步讲解了如

何养育一个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

孩子。首先，从“正确认识”做

起。视觉、触觉、味觉是婴儿常用

的探索工具，爬行也是他们重要的

大脑感统训练方式。进入幼儿园，

孩子迎来了空间敏感期、自我意识

敏感期、语言与色彩敏感期。此时

是孩子形成时间观念、规则意识的

雏形期，他们会很在意秩序，开始

建构审美与道德。4-5 岁阶段则是

孩子的逻辑思维敏感期、人际关系

敏感期，孩子特别喜欢问“为什

么”，总爱对事物刨根问底，家长

应耐心地支持孩子发问，用他们能

理解的方式给出解答。同时，孩子

还会通过分享食物、玩具进行社

交，主动建立人际关系，对成人的

模仿意识也会增强。

“生长发育的敏感期有一定的

发展规律，但是每个人的敏感期

又有所不同。”巨红琳提醒家长，

“自由的心理、爱的氛围、丰富的

教具和大的活动空间是儿童正常

发展的充分条件，家长需要注意

防范孩子自主探索中可能存在的

风险，但是不能用恐吓的方式让

孩子依从。”

“4-5岁也是孩子开始探索生命

起源的时期。”巨红琳指出，“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很喜欢追问‘我是从哪

里来的’，对自己的身体构造、器官

功能充满好奇心。但许多家长会因

为不知道如何解释而搪塞孩子，这

种做法，反而会错失生命教育和性

教育的好时机。”

对生命感到好奇，是每个人成

长中都会经历的体验，能否以正确、

合理的方式满足好奇心，有赖于及

时、科学的生命教育。巨红琳认为，

家长教育、引导孩子的过程，也是不

断给他们的生命以肯定，为他们注

入生命能量的过程。

“第一个肯定”是对提问的鼓

励。对生命的好奇是生长发育过程

中正常的心理需要，家长不需要有

“羞耻感”，可以先认真地回应孩子：

“这个问题太棒了！我们可以一起

从绘本中来找答案。”接着，结合书

中图示，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你最

初是由精子和卵子结合而成的。”家

长还可以借机带孩子了解人体生殖

器官，知道不同性别在身体构造上

的差异，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第二个肯定”是肯定孩子生命

的价值。告诉他：“你是爸爸妈妈爱

的结晶，我们很爱你，很珍视你的生

命。”巨红琳表示，家长可以用故事

的形式和孩子讲讲“父母爱情”，爸

爸和妈妈化身故事里的主人公，他

们是如何相遇的、欣赏对方的哪些

优点、如何相爱的。父母对彼此的

肯定会使孩子更加认可自己的生

命。

“第三个肯定”是让孩子感受到

生命的独一无二，为自己诞生在世界

上感到骄傲。家长可以借助绘本或

科普动画，告诉孩子，在几亿个精子

中，只有几百个可以到达卵子周围；

只有最强壮的一个或者两个精子有

机会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才能有

小婴儿的诞生。“每一个成功来到世

界上的孩子都是经历过层层选拔，强

者中的强者。”巨红琳说：“让孩子体

会到生命的宝贵，他也会在未来的成

长中更加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家长要在孩子 0 到 6 岁这 6 年

中，帮助孩子塑造一个乐观、值得被

爱的自我。”巨红琳说。

从小培养孩子积极从小培养孩子积极、、阳光的心态阳光的心态正确认识孩子生长发育的敏感期正确认识孩子生长发育的敏感期

把握生命教育和性教育的好时机把握生命教育和性教育的好时机

从幼儿园到小学，
不论学习，还是生活，
都有很大差异。家长除
了需要关注孩子的知
识储备，还需要帮助他
们做好心理准备、完成
心理过渡。如何满足孩
子的成长需求？如何引
导孩子认识生命？怎样
为孩子储备积极的心
理能量？针对家长关心
的问题，成都市成华区
一缕阳光家庭教育公
益服务中心发起人、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巨
红琳在成华区妇联主
办的“衔接有道，成长
有爱”专题讲座中进行
了指导与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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