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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一

天，我和妻子、孩子奶奶一起商量，

今后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劳动意

识，让孩子学会分担力所能及的家

务劳动。

当晚，两个孩子睡觉前，我对

他们说：“这周六，爸爸邀请你们玩

个游戏。”两个孩子一听，急忙问是

什么游戏。“游戏是‘我是小小观察

员’，看谁观察得仔细。”我说。“具

体观察什么呢？”女儿好奇地问。

我介绍道：“很简单。你们就观察

做饭时、吃饭前后，爸爸、妈妈、奶

奶分别做了什么。”“没问题！”姐弟

俩自信地回答。

周六，早饭后，我们全家一起

去逛菜市场，挑选完蔬菜后，我们3

个大人很有默契地各自提一些；回

到家后，我们分工合作，一个负责

洗菜、一个负责切菜、一个负责炒

菜，很快，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了

桌。

“真好吃！”姐弟俩不时称赞饭

菜的美味。“我们也期待以后你俩

给我们展示厨艺哦。”我笑着说

道。“可我们不会啊。”女儿说。“你

们慢慢看、慢慢学，以后自然就会

了。”妻子鼓励道。“对，我和弟弟可

以慢慢学，我们俩也可以做出美食

呢。”“对，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学。”

姐弟俩开心地说道。

吃完饭，3 个大人一个收拾桌

子、一个洗碗、一个打扫地面。不

一会儿，就全部整理完了。

终于到了检验两个孩子观察

成果的时候，女儿率先“汇报”

她的观察结果，儿子也不时在旁

边补充细节。“买菜时，爸爸、妈

妈、奶奶都帮忙拿东西了；做饭

时，你们 3 个迅速分工，很有默

契；吃饭前，端菜、盛饭、拿筷

子，你们3个很快就完成了；吃完

饭后，收拾桌子、洗碗、扫地、

拖地，还有许多活儿要做呢。”女

儿最后总结道。

“那我们3个大人是如何做的

呢？”我问他们。“你们相互帮忙，一

起做。”儿子抢着回答。我趁机引

导他们：“是的。家务需要大家一

起做，这样既不会让谁太累，又可

以很快做好。”女儿立即说：“弟弟，

我们也应加入其中，这样可以做得

更快、更好。”我赶紧顺势说：“好

呀，那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可以一起

帮忙了。”“好。”女儿高兴地说。

“好，我和姐姐一起做。”儿子也积

极地回应道。

那次观察活动后，姐弟俩体

会到了“一起做”的快乐，知道

主动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了，帮

忙提东西、擦桌子、扫地、拖

地、整理房间……每次，我们都

会肯定孩子的点滴进步，让孩子

感受到他们的努力被看见，有动

力做得更好。

周末，我带两个孩子去婆婆家，婆婆看到

孙子孙女喜出望外，拿出早早为孩子们准备好

的猪肉脯招呼他们吃。孩子们也不迟疑，接过

奶奶递来的猪肉脯，立马撕开了包装袋。我正

想去帮婆婆的忙，谁知两个孩子都拿了一块猪

肉脯递过来。

女儿的递给了她奶奶，儿子的则递给了

我。婆婆自然明白其中的意思，赶紧连连推

让，说：“你吃你吃，奶奶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呢。”婆婆一味地推让，女儿则坚持要给，推来

送去中，婆婆脸上的笑意渐浓，她望着两个孩

子，夸奖道：“这两个孩子真乖，有好吃的还想

着要分给大人，真懂事。”女儿看了看我，说：

“奶奶你别夸我，这都是妈妈教的，从小我们吃

什么，妈妈都会说，她也喜欢吃，我们就会一起

吃。”

我点点头，这还真是我教的。可能很多父

母因为爱孩子、宠孩子，便想把所有好东西都

给孩子，只要孩子喜欢吃的，自己便从不“染

指”，遇上懂事的孩子想要分享，有的大人还会

以自己不爱吃为由拒绝。而我与那些父母恰

恰相反，在女儿小的时候，我便一直告诉她：

“妈妈也喜欢吃呢。”家里的水果、零食从来都

不是孩子的专有物，我们都会一起享用。时间

长了，哪怕是独一份的食物，女儿也会主动分

给我。儿子出生后，我也是这样教育的，以至

于他早早就习惯了我们家的这个传统，愿意分

享，而不是独占。

儿子、女儿递吃的给我，我都会高兴地接

过来。曾经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哪有大人

和孩子抢吃的。”面对这种误解，我通常只是笑

笑，我不认为这是从孩子嘴里“抢”，当然，这更

不是因为“馋”，我只是不想他们习惯性地认为

父母什么都让给他们才是应该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一位母亲说，

中午，她烧了两条鲫鱼，儿子吃了一条，剩下一

条。等到她吃饭时，儿子居然再三叮嘱她，不

要动那条完整的，因为那条他晚上要吃。这位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口吻淡淡的，却让人听

着分外悲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这个孩子

太自私了，可静下心来想想，家长难道没有错？

“嗯，妈妈也爱吃。”我想让孩子知道爱、读

懂爱，也懂得怎么去爱，而且我相信，心中有爱

的孩子，为人不会差，他们的未来自然也不会

差。

一份送给母校的礼物
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能给母校

留下什么呢？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

小学2018级4班的3名小学生思来想

去，决定为母校送上一本他们自己编

写的“校志”，让“芳草文化”更好地传

播。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缺

少了文字、影像等方式的记录，很多

有纪念意义的事件、人物都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被逐渐遗忘，可如果我们有

意识地将他们记载下来，就能让更多

的传奇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流传。在

成都方志馆了解过中国现存较早且

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书之一《华阳国

志》后，吴玙童、张清琪、肖衍泰3位同

学对“修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

发现，自己每天学习、生活的学校有

着悠久的历史，却还没有属于它的

“校志”。于是，他们从“地方志”的基

础知识学起，认真了解了志书的编写

方法、体例及结构，并以其他学校所

编撰的校志为参考，逐步确定学校校

志的主体结构。

“‘修校志’是一项系统性的浩大

工程，对孩子们而言，完成它并不容

易。”成都高新区综合实践特色工作

室领衔人、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

教导处主任林文红表示，秉持着“有

意义的事就值得去做”的态度，孩子

们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畏难情绪，而是

积极地投入其中，查找、搜索资料，小

组研讨、头脑风暴、修改优化，忙得不

亦乐乎。

林文红也尽己所能为孩子们提

供帮助，在日常的综合实践课程

外，她还带着“校志编撰小组”的3

个孩子去旁听成都市第七中学 （林

荫校区）的“120周年校志篇目大纲

评审会”。

张清琪说：“这是我们3人学习的

良机。边听、边记、边学，我们带着指

导实践的笔记满载而归。”看到专家、

领导、教师齐聚一堂为修撰校志进行

研讨、部署工作，孩子们也深刻认识

到了任务之艰巨、工作之繁杂。不

过，孩子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选

择在能力范围内，以小学生的方式去

完成这部“校志”。

过程中，林文红还邀请成都方

志馆的吴芯竺老师进校园为孩子们

开展讲座，以“如何编好一校之

志”为主题，吴芯竺进一步帮助孩

子们捋清思路，使他们的编写有章

可循。

如今，这本“芳草校志”已初见雏

形。3位同学分工合作，分学校简介、

发展历程、历任校长、校园文化、杰出

校友、德育活动几个板块，完成了近1

万字的初稿。“能为母校修校志，我感

到很自豪！”吴玙童说，这是一次很有

意义的实践探究。

林文红表示，孩子们的成长与收

获不仅体现在实践成果上，也蕴藏在

努力的过程中。在未来的综合实践

课程里，还会有更多的学弟、学妹将

这本“校志”延续、更新，一直修下去。

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如果说“校志”是3个孩子在毕业

之际送给学校的礼物，那么在实践中

潜移默化提升的学习能力、自主探究

能力，则是他们送给自己最好的礼

物。

“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孩子们自

主完成的。”肖衍泰的妈妈朱玲说，

从四年级开始，孩子接触到了综合

实践课程，两年间多次活动的锻

炼，已经令他成为实践探究的“熟

手”，如何小组分工、确定目标与步

骤；如何划分维度、形成思维导

图；如何搜集资料，进行选择、归

纳与整理，孩子都了然于心，并且

行动时很有主动性。“修校志”的过

程中，孩子的这些思维和能力都进

一步得到了运用、锻炼。

“因为孩子们所经历的综合实践

训练从不是纸上谈兵，他们才逐渐锻

炼出了面向现实生活的问题解决能

力。”在综合实践课程中，林文红常常

鼓励孩子们去发现生活中的问题，从

问题的具体表现、存在的原因、造成

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分析，群策群力

提出方案。大家再一起讨论、比较各

个方案的可行性，找到一个最贴合实

际、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进一

步去落实。实践中，方案也会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调整、修改，甚至是替换。

例如，在修撰“校志”的过程中，

孩子们需要找到具有“芳草特色”的

元素进行挖掘与呈现。可并非所有

的资料都能轻易获取，调取学校过往

档案的流程也十分繁琐，对接不同部

门、搜集各方资料，让孩子们感到有

些力不从心。

为了增加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

性，林文红为孩子们提供了新的方

向：一方面，由老师们作为联络人，帮

助他们开展对历任校长、优秀学子的

访谈；另一方面，建议他们从“学生活

动”出发，结合小学生的日常学习生

活，呈现更多学生群体感兴趣的内

容。结合周密的设计和对实际的考

察，孩子们再次进行了梳理，形成了

一份专业性与操作性兼具的方案。

朱玲说：“这些能力虽然很少以

量化的结果呈现，却会令孩子在未来

的各个学习阶段中受益匪浅。”

修志，是一种学习方式
“校志编撰小组”的成员们在总

结中写道：“为母校‘存档记忆’培养

了我们的责任心、感恩心与报答心。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入校、成长、离开，

循环往复地书写着崭新的精彩青春，

记录的意义不仅在于回顾，也在于展

望与共勉。”

志书是记述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通过志书，孩子们与母校在更久

远的时空长河里相遇，成为校园的参

与者、见证者、记录者。“而志书引发

的学习不仅存在于校园场域，孩子们

还可以记录下家乡、家庭的鲜活故

事，对特色文化、传统文化进行溯

源。”林文红说。

在课程研发与设计的过程中，成

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与成都方志

馆积极开展馆校合作，形成系统的研

学手册，以“以史育人·方志馆研学”

为主题，面向小学高段学生开展综合

实践活动。

“知乡、爱乡，知校、爱校对于现

在的儿童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成都方志馆展陈宣传部主任周

丹丹表示，在方志馆内，孩子们可以

进一步了解成都的自然风貌、历史文

明、经济社会发展，希望孩子们在参

与的过程中，能透过具体的人、事、

物，触碰历史的厚重和文明的多彩，

增强对本土文化、家乡文化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

周丹丹介绍，在家庭场域中，

也有家长以“家庭编辑部”的形

式，创新创作新时代“家谱”，他们

记录的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高光

时 刻 ”、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 笑 话 大

全”、代代相传的拿手技艺，还有祖

辈讲述的人生故事。

成都方志馆曾专门开展过“谱

牒传家”主题活动，孩子可以在文

献资料里找寻自己名字的来源；在

寻根问祖中感受自己家庭世代流传

的温暖。周丹丹表示，家谱的编写

对孩子来说具有很大难度，不过家

长可以带着孩子在家中开展类似的

“修家谱”亲子活动，不一定要按照

严格的章程进行，可以通过记录日

常、探访祖辈、了解家风家教故事

来进行。

“修志，是一种研究性学习方式，

希望孩子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爱家、爱

校、爱家乡、爱祖国的可用之才，便需

要我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多为他们

提供这种文化的浸润。”周丹丹说。

女儿上高中后，每天忙着学习。我早晚接

送，行程大约5分钟。

平时与孩子交流得少，我寻思着在接送的

路上，与她多沟通。于是，只要接送女儿，我们

俩总是马上打开聊天模式。

“老赵，班上要竞选班干部，你说我参加

不？”一天，刚下晚自习，女儿问我。“那要看你

自己了，我觉得当班干部可以获得锻炼的机

会，如果你能平衡好，不影响学习，就试试呗。”

我给出这样的建议。后来，女儿“走马上任”，

成为了纪律委员，还别说，她工作挺负责的。

那段时间，女儿经常在我面前吐槽，比如某某

同学上课玩手机，某某吃饭时骗过保安到校外

去，等等。当然，免不了有得罪同学的时候，她

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去处理。

有时候，女儿黑着脸从学校出来。我心照

不宣，马上接过书包，关切地问：“怎么了？今

天天气这么好，怎么还不开心呢？”“没考好，数

学老师把我请到办公室了。”女儿小声地说。

我鼓励她：“又不是高考，别担心，好好分析总

结，下次月考在班里露一手。”“唉，数学怎么一

直不懂我啊？”“是你一直不懂数学好吧。”“哈

哈……”很快，女儿的心情由阴转晴。晚上写

作业时，我听到她边做作业，边小声哼着曲子

呢。

孩子就是这样，考好了眉飞色舞，话特别

多，生怕别人不知道；考砸了就无精打采，需要

安慰和鼓励。我每天都察言观色，还跟女儿开

玩笑，说：“每天送你时，看云识天气；接你时，

还要看脸识心情。”女儿笑着说：“那你不成了

气象专家了？”孩子的脸色就是心情的“晴雨

表”，根本不用细看，都写在脸上呢。

她心情好时，我们一起分享喜悦；她心情欠

佳时，我就多说些活跃气氛的话，给她加油打

气。我们聊得最多的是学校生活，也有她成长

的烦恼，从世界大事聊到鸡毛蒜皮的小事，总

之，有说不完的话题、吐不完的槽。我常常庆

幸，孩子能跟我无话不谈，这是一种怎样的幸

福。

今年我生日那天，女儿送给我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老赵，谢谢你每天听我说说说，从

不嫌我烦，你简直就是一个‘解忧杂货铺’，我

跟你聊得来。”我看了非常感动，也觉得孩子开

始懂事了。

跟孩子聊得来，是一种幸福，即使只有5分

钟，也藏着深深的爱。

妈妈也爱吃
■ 管洪芬

5分钟的爱
■ 赵自力

家务，我们一起做 ■ 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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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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一次偶然的
机会，让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的学生走
进了成都方志馆，接触到“方志文化”，兴趣
的火苗由此点燃。2018级4班学生吴玙童、
张清琪、肖衍泰自发开启了“为母校修撰校
志”的尝试，在学校老师、方志馆工作人员和
家长的指导、帮助下，他们合作探究，把“芳
草校志”作为送给母校的礼物。

■

本
报
记
者

马
晓
冰

晨光微曦，窗外的天色渐渐由

深蓝变为浅蓝，再泛上一抹柔和的

金色光晕。鸟儿轻声鸣叫。此时，

我和儿子相对而坐，一盏温暖的台

灯照亮了桌上的书页，也照亮了我

们之间那份温馨的亲子时光。

每天的晨读，仿佛成了一种仪

式，成为我们母子之间的一座桥

梁。儿子还小，稚嫩的声音带着一

丝困意，但那种认真和投入，却让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流淌出来

的音符。我们坐在一起，分享着同

一片宁静与温暖，用声音和文字编

织着属于我们的清晨时光。

儿子小小的手指划过书本的

边缘，认真地读着，像是在探寻一

个个新的世界。有时，他读得磕磕

绊绊，小小的眉头皱起，我会轻声

纠正，耐心地引导他重新拼读，直

到他露出满意的笑容。我知道，这

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我

们彼此陪伴、相互鼓励的过程。

我们读过很多书，有童话故

事，有历史传说，也有那些描绘大

自然的优美散文。他会兴奋地指

着书上的图画问我：“妈妈，这里是

哪里？”“那是什么？”他的好奇心像

是一朵盛开的花，渴望从书本中汲

取更多的阳光和雨露。而我，总是

耐心地一一解答，与他一起去探索

那未知的故事情节，一起沉浸在那

些充满想象力的画面里。

有一次，我们一起读《小王

子》。儿子特别喜欢小王子和狐狸

关于“驯养”和“责任”的一段对话，

他稚嫩的声音念着那些话语，像是

把自己的童心融进了每一个字

里。我问他：“你觉得小王子为什

么会难过呢？”他歪着头想了想，

说：“因为他失去了朋友吧。”原来，

他的小小世界里已经开始萌发对

情感和友谊的理解，这让我倍感欣

慰。

晨读结束后，我们会在阳台上

迎接初升的阳光。我会搂着他的

肩膀，告诉他：“今天的晨读很棒

哦，我们又了解了新的故事。”他总

是开心地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像

是阳光下的一颗颗珍珠。

晨读里的亲子时光，不仅是一

本本书的阅读，更是我们之间心与

心的共鸣，在阳光初现的清晨里，

编织着属于我们的温暖故事。

晨读里的亲子时光
■ 谢春芳

资
料
图
片

3位同学在成都方志馆学习志书修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