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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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儿子小乐今年 10 岁，正是“猫嫌

狗厌”的年纪。他聪明伶俐，特别招

人喜欢，但有个让我头疼的毛病——

东西随手乱扔。书包、玩具、零食袋，

家里到处都能找到他的“杰作”。每

次推开他的房门，总能看到“龙卷风

过境”的壮观景象。

我和妻子苦口婆心地讲道理，从

好习惯的重要性讲到乱丢东西的不

便，可小乐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还设

计了“家务奖励表”，认真整理自己的

东西就能得到一颗小星星，攒够一定

数量能兑换小礼物，小乐总是兴致勃

勃地开始，但没几天就没了耐心，家

里依旧一片狼藉。

一天，我灵机一动，决定换个方

式“治治”他。

那天，小乐放学回家，像往常一

样，把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地脱在门

口，把书包随意地往沙发上一扔，然

后哼着小曲儿去冰箱里找零食。我

看着他，无奈地摇头，心里暗暗决

定：“这次得让你尝尝乱扔东西的苦

头。”

晚饭后，我主动提议：“小乐，今

天爸爸帮你收拾书包吧。”他眼睛里

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点头同意了。

我把他乱扔的作业本塞进玩具堆里，

他的水彩笔也被我“不小心”掉进了

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小乐着急去上学，

翻遍书包却不见作业本的踪影，急得

直跺脚：“爸爸，我的作业本呢？”我故

作惊讶：“啊？昨天收拾的时候没看

到啊，是不是你乱扔了？”他气得小脸

通红，却无可奈何，只好先去学校。

当晚，小乐一脸委屈地说被老师

批评了，我赶紧趁热打铁，拍拍他的

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看，乱扔东

西多误事。以后东西要放好，好不

好？”他耷拉着脑袋，小声应了句

“好”，破天荒地自己收拾了书包和房

间里的各种玩具。

我感觉“偏方”有疗效了，非常高

兴。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天，小乐又

恢复了原样，书本、作业、玩具到处乱

扔，家里又成了“战场”。

接下来的几天，我只好“变本加

厉”。每次帮他收拾房间，都会“不小

心”乱丢几样东西——今天“丢”个他

最喜欢的玩具，明天“丢”几张他的零

花钱。每当他找不到东西，我就一脸

无辜地说：“可能是你乱扔了吧。”

渐渐地，小乐又开始主动收拾书

包了，还主动把玩具归位，甚至提醒

我：“爸爸，你别乱动我的东西！”

看着他把物品归置得井井有条，

我既欣慰又忐忑。我意识到，这种

“小心机”虽然有效，却可能让孩子产

生被欺骗的感觉。于是，我决定坦诚

相待。

一天晚上，我把藏起来的宝贝们

摆在他面前，一个盒子里装着他“丢

失”的玩具、作业本、零花钱。小乐先

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扑过来捶我：

“原来爸爸是个大骗子！”

我搂住他，说：“爸爸不是故意欺

骗你，是想让你明白乱扔东西的后

果。每件东西都有它的家，你看，现在

你不仅学会了收拾，还变得更细心了，

是不是？”他点点头，眼里满是自豪。

从那以后，小乐不仅改掉了乱扔

东西的坏习惯，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

部分整理工作。每次看到他认真收

拾自己的房间，哼着小曲儿把玩具分

类摆放整齐，我的心里满是欣慰。

这堂“丢”出来的成长课，不仅让小

乐学会了承担责任与细心，也让我明

白：教育孩子，有时需要一点“小心机”，

但更重要的是真诚和理解。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家长需要根据孩子的

性格特点，摸索出最适合他们的教育方

式，同时保护好孩子的那份信任，这样

才能真正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儿子生日前两周，母亲就兴冲冲地打

来视频：“宝贝外孙，马上你就 9 岁了，那

天刚好是周末，来外婆家过生日怎么

样？”儿子笑嘻嘻地答应了。母亲很是高

兴，早早地就开始张罗菜谱、预定蛋糕。

日子一晃，到了儿子生日前一天，他

却跑来对我说，要和好朋友们一起庆祝。

我大吃一惊，瞬间竖起眉毛：“你不是已经

答应外婆了，这次去她那里过生日？”他晃

着我的手撒娇：“往年也是和好朋友一起

过的嘛！十几个朋友都说要来咱们家，都

是我关系最好的铁哥们！”

“什么？你已经邀请同学了，还十几

个？”听他这么说，我更加生气，“你怎么不

事先和妈妈商量一下？还说话不算数！”

说罢，我摸出手机，让他给同学们打电话，

取消明天的聚会。儿子极不情愿，脸上满

是委屈。老公见我们剑拔弩张，赶忙跑来

打圆场：“孩子还小，他只是想和同龄人一

起庆祝，更热闹些。”听老公帮儿子开脱，

我瞬间怒火中烧，列出之前儿子随便许

诺、不考虑后果的事例，与老公争辩起

来。……

晚上，我给儿子讲“一言九鼎”“一诺

千金”的故事，希望他能从中明白诚信的

重要性。可他倒好，不但听不进去，还不

耐烦地说：“妈妈，你好啰唆呀，下周我们

再去外婆家补过生日不就好了？外婆都

说没关系了，我还可以过两次生日。”看

着他那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决定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也尝尝等待的

滋味。

接下来的几天，我提前跟老师沟通

好，放学后让儿子到传达室等我，我晚点

去接他。正常情况下，下午6点我就已经

在校门口等待了，但这个星期，我每天都

故意推迟一点儿去。一开始，儿子还能笑

嘻嘻地提醒我：“明天来早点。”我满口答

应，但依旧晚到。第一天晚5分钟，第二天

晚10分钟……我站在远处观望，看到他焦

急地左顾右盼。

周五下午，我故意迟了半个多小时，

儿子等得太久了，耐心早已被耗光，见到

我时暴跳如雷，大声喊道：“妈妈，你每次

都说按时来，怎么一天比一天晚？”我故意

学着他的腔调：“哎呀，妈妈还有别的事

儿，反正你多等一会儿又没有什么。”

“可你之前从来没有迟到过，况且你

都保证了按时来，你说话不算数！”见儿

子还没搞清楚我的用意，我干脆直接挑

明：“妈妈跟你学的，只许诺，但不守信！”

这下，儿子终于明白了：“原来你是故意

的啊。”他停顿两秒，接着说：“我已经感

受到了，答应别人了又不做到，的确很讨

厌。”

看儿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趁

机教育他：“如果你想和好朋友一起庆祝

生日，提前告诉妈妈，妈妈一定将家里布

置得美美的，再准备可口的饭菜、水果、零

食，邀请他们来家里玩。但是，你已经先

答应了外婆，她满心欢喜地等待了十几

天，当时该多失落啊，你的做法非常不

妥。”儿子点点头，红着眼眶说他知道错

了，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晚上，儿子在日记本上认真地写道：

“以后说话要算数，答应的事情要尽力去

做，男子汉说话要一言九鼎。……”我心

头一热，颇有感慨。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

子，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一切想法和要

求，但有时候过分地言听计从，不但会让

孩子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还会让其养成

言而无信、不顾及他人感受等坏习惯。这

时，作为父母，我们要坚定地纠正孩子的

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质。

孩子，你得说话算数
■ 马晓

“丢”出来的成长
■ 朱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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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虚此行！能‘抢’到名额，我们一家都很开心。”日前，在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以下简称“泡小西

区”）的灯彩博物馆内，家长陈先生站在一盏精美的传统花灯旁，看着孩子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欣慰地表

示，像这样开设在校园里的博物馆，既是非遗传承的殿堂，也是孩子探索、学习的生动课堂。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成都市青羊区依托古蜀文明发祥地的文化优势，统

筹区内56家博物馆，推出了极具特色的研学地图。同时，面向社会开放了6

场精彩纷呈的亲子研学活动，活动场地涵盖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

成都漆器工艺厂等社会场馆，以及成都市胜西小学文兴

分校剪纸博物馆、成都市同辉（国际）学校蝴蝶

生态博物馆等校园博物馆，以研学活

动为契机，让文化传承与知

识学习走进千家

万户。

周末的泡小

西区热闹非凡，20

组亲子家庭组成的“研

学团”，跟随着5位小讲解员，

一同探访了泡小西区设计、打造

的灯彩博物馆。这所坐落于校

园内的博物馆集灯彩“三合”课

程、互动体验为一体。一踏入馆

内，大家便仿佛穿行在流光溢彩

的灯影世界，各式各样的彩灯映

入眼帘，引得学生和家长频频驻

足观看。

“我最想介绍给你们的是被

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

灯上罩板可供使用者根据需要

任意调节光照方向，兼具实用性

与美观度。”小讲解员陈思羽和

同伴对馆内展品如数家珍，他们

从历史讲到流派，从工艺制作讲

到灯会盛况，将灯彩的渊源一一

道来。

“成都灯会”展区唤起了两

代人共同的灯会记忆。“转糖画

一定要转到龙！”小讲解员赵若

曦热情地分享着自己的灯会体

验。展区内，皮影戏、猜灯谜、投

壶等充满趣味的灯会民俗活动，

让家长们兴致盎然，他们和孩子

一起比赛投壶、寻找灯谜答案，

现场气氛热烈。

行至学校灯彩课程成果展

示区，色彩缤纷、造型各异的创

意作品让人眼前一亮，现场的孩

子们跃跃欲试。在灯彩艺术工

作坊的课堂上，泡小西区美术老

师何孟岭带领大家以“银杏树

叶”为创作灵感制作灯架。扎骨

架、绕灯带、裱糊修整，亲子制灯

体验正式开始。

“我们制作的是两片连在一

起的叶子，因为我和妈妈总是心

连心。”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杨

奕乐，边说边认真地修剪叶子边

缘。杨奕乐的妈妈在一旁耐心

地做孩子的辅助，不时给予鼓

励。

“万物皆可为灯，将生活与

学习结合，每一次的体验才不孤

立。”泡小西区灯彩博物馆馆长

黄莉莉谈道。

有效的研学活动一定不是

走马观花的到此一游，而是知行

合一的真实体验。余元戎介绍，

“课课相承”是校社博物馆研学

活动开发中所秉持的重要理

念。只有为孩子提供“可看、可

触、可参与”的研学之旅，才能帮

助他们开拓眼界、延展思维，照

见自我成长的更多方面。

以泡小西区灯彩博物馆为

例，学校以灯彩为锚点，基于课

程整合、多学科融合与综合培

养，开发“三合”课程，促进文化

传承的同时，为孩子织起一张

知识网络，多维度提升他们的

能力与素养。此外，在博物馆

的运营与管理中，一批批本校

学生在家长志愿者的支持下，

主动担起小讲解员、小馆长的

职责，参与进博物馆的共建之

中，通过展示自我、服务他人、

参与场馆维护，变得更加自信，

更有社会责任感。

“师生创意作品，是灯彩博

物馆展陈的作品中很重要的一

部分。”黄莉莉表示，在校园博

物馆的打造中，学校希望整个

场域能更具互动性，在展示文

化瑰宝、传承非遗技艺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教育功能，让新时

代的儿童青少年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文化

记忆。

“构建可生长的博物学习生

态系统，让教育自然发生。”余元

戎表示，家长需要的是获取教育

资源的平台与渠道，以区域统

筹、公开招募的方式面向社会发

起邀请，能更好地为家门口的亲

子共学提供支持。下一步，青羊

区预备开启“一页学习单”博物

馆活动，学习单正面是博物馆的

“自我介绍”，背面则设置留白，

由来访者做个性化书写、记录。

集纳成册后，既是每个孩子在博

物馆研学中留下的成长足迹，也

是文博资源的再生创作，具有独

特的教育价值。

“小朋友们，知道蜀锦和蜀绣有什

么不一样吗？”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

馆，20组亲子家庭跟随讲解员廖雅楠

一边目不暇接地参观，一边认真聆听

各项讲解。廖雅楠耐心解释道：“蜀锦

是将蚕丝染色后，利用经纬线一次性

交织出图案的彩色织物；而蜀绣则是

在绢纱底部先描绘图案，再用针线进

行手工刺绣。”

“这是全国唯一拥有全套手工蜀

锦制作工艺和蜀锦历史文化展示的专

业场馆，我想借此机会让孩子亲身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一位参

与活动的家长说道。

随着讲解的深入，一台距今 200

多年历史的清代小花楼木提花织机吸

引了所有孩子的目光。二年级学生彬

彬忍不住发出惊叹：“这么复杂的工

艺，我们的祖先真是有着超乎想象的

高超智慧和精湛技艺呀！”

谈及蜀锦蜀绣的发展历程，廖雅

楠从波澜壮阔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讲起，带着孩子们领会蜀锦蜀绣

在古代贸易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哇，

原来蜀锦和蜀绣在古代就已经走向世

界啦！”7岁的杨欣甜看着眼前的展品

兴奋地说道。

看着孩子专注的模样，三年级学

生刘宣伯的妈妈感慨道：“以前他逛博

物馆只是看热闹，这次的博物馆研学，

不仅让他学到了知识，还锻炼了专注

力，真是一大进步。”

蜀锦蜀绣技艺如此高超，怎样才

能融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呢？手工体

验给出了答案。“今天小朋友们可以当

一回小工匠，亲手织锦，制作一个香

囊。”讲解员杨乐的话刚一出口，便让

小朋友们欢呼雀跃。

“ 回 形 纹 寓 意 富 贵 不 断 、吉 利

永 长，鹤纹代表福寿安康、青云直

上……”初步了解不同纹样的寓意后，

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蜀锦纹样，小

心翼翼地进行裁剪、拼接、刺绣。甘锌

橗妈妈握着孩子的小手，手把手地教

她将五彩丝线穿过针眼：“以前她从来

没有接触过针线活，没想到这次为了

做香囊这

么认真。”

手工区飘出阵

阵艾草香，20 个不同纹

样的香囊在孩子们手中轻轻

摇晃。杨欣甜将自己制作的香囊

挂在书包上，开心地说：“下周上学时

我要告诉同学们，这是会带来好运的

书包挂件。”孩子们不仅收获了香囊

制作技艺，更在心里种下了文化传承

的种子。

这些生动的场景，正是青羊区“馆

馆相连”计划的缩影。青羊区不仅拥

有四川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城

市文化地标，还鼓励12个街道和67个

社区依据各自地域范围内的历史积

淀、文化特点，建立社区性质的小微型

博物馆，如苏坡街道清源社区的“慕莲

居”川剧博物馆、清波社区的“印象清

波”乡愁馆，供居民感受家门口的人文

历史底蕴。

在此基础上，区域内学校根据校

园文化特色与学生兴趣点，打造了

一批兼具互动体验与知识学习的校

园博物馆，如成都市胜西小学文兴

分校剪纸博物馆、成都市草堂小学

内的成都儿童邮局，都深受师生、家

长喜爱。

56个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居民常态

化开放的博物馆组成了“馆馆相连”的

文博资源矩阵，形成“学校—社区—社

会—家庭”联动的研学体系，打破了传

统博物馆的物理边界，缩短了文化体

验的地理半径，让文化学习变得触手

可及。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在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德体卫艺科负责

人余元戎看来，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

点燃孩子内心深处求索知识的火种，

帮助他们掌握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钥

匙至关重要。“博物学是所有学科的开

端，当博物馆研学触手可及，每一个家

庭都能随时踏上亲子共学之旅，将更

有利于挖掘孩子潜力，为他们的成长

赋能。”余元戎说。

经纬之间的对话
形成立体式研学体系

灯影摇曳的课堂
构建“可生长”的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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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蜀锦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孩子们体验非遗灯彩手工制作。
“看，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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