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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助理班主任时，班里有位叫

小萱（化名）的女孩总是特别小心

翼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每次觉

察到老师眼神朝向自己，她就会用

力地坐得再板正些，好像不敢有片

刻 放 松 。我 有 意 多 鼓 励 她、表 扬

她，她也因此开心放松些。而到了

参加集体活动时，她又变得过度紧

张，频频出错。

  有次上课，由于不敢说出想上

厕所的想法，她尿了裤子。这是第

二次了，班里有人笑话她，她窘迫

地坐在板凳上，默默流泪。课间我

进班，发现了这件事，于是我平静

地坐到她旁边，为她擦擦眼泪，看

着她的眼睛说：“没事的 ，尿裤子

算什么，国王上台演讲忍不住了，

还当着大家的面放屁呢，那又怎么

样？”看我神色淡定，态度轻松，女

孩一下子转哭为笑。我继续安慰：

“谁没遇到过尴尬的事情呀？老师

以前上学时，有一次排队，鞋跟还

被后面的人踩坏过呢，在学校里走

起路来啪嗒啪嗒 ，好多人笑！”见

那些凑过来的小家伙们咧嘴偷笑，

我逗他们说：“你们别笑 ，如果要

公开 ，你们也有好多尴尬的事。”

然后我看向小萱：“大家都可能遇

到尴尬，生活就是这样。等会我让

你家人送条裤子，你到卫生间换好就行啦。”小萱笑着点点头。

  很快上课了，我在黑板上写下甲、乙两个字，这让全班孩子感

到好奇。我说：“生活中如果有甲、乙两位同学，甲非常优秀，从不

犯错，几乎完美无缺；乙也很棒，可他偶尔犯个错，出个丑。选择朋

友的话，你更想和谁做朋友？”有说甲的，也有说乙的，大家各抒己

见。小昊站起来说：“尽管乙有时犯错，但很多人愿意和他交朋友，

甲太完美，反而让人感觉很假。”大家都笑了。我借机总结：“所以

孩子们，出丑没有那么可怕！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误，出

丑，老师也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只要改正了，你依然很棒。”

  裤子送来后，我和小萱的妈妈进行了交流。她说：“我知道要

对孩子保持情绪稳定，但我总是忍不住……”“那你想培养出一个

自卑的女儿吗？”我打断她，她沉默了。“要求严格没有错，但不能

损伤她的自信心。我们要保持一种接纳的态度，让孩子感到安心，

愿意相信自己。”家长接受了我的观点。

  不知过了多久，小萱开始在课上主动举手，发言时声音也变

大了些 ，有时甚至能和大家一起放开了笑 ，不再总是一副拘谨

模样。

  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养育者、师长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就像一面镜子，孩子会通过镜子来评判自己、认识自己。儿童行为

上没达到要求时，成人若经常持不接纳的态度，如愤怒、厌恶，孩

子会逐渐形成“我不好”的自我概念，觉得犯错误不正常、很可怕，

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对自我的不接纳，不利于积极人格的发展。作

为家长、老师，我们爱护孩子，既要坚持原则，更要接纳孩子的不

完美，保持稳定情绪，引导他们解决问题，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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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总以为，有些人获得成功是

因为遇到了那个让他开窍的人。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偶

然遇见一个高人 ，被点拨因而开悟 ，

由此人生一路开挂 ，多么神秘 ，多么

奇妙。时光流逝，逐渐明白，奔跑的人

生路上，我们缺少的不是那充满玄机

的一席话，而是背后静默的十年书时

光。灵性一闪，看似只在一瞬间，其实

早已酝酿良久，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破土而已。

  一席话 ，又一席话 ，早已从我们

面前悄然飘过了，迟钝的我们却茫然

不觉 ，仍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打转。

这是因为，高人出现了，会不会听，善

不善听 ，关键全在背后是否有那“十

年书”的铺垫。

  读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 学

家和教育家艾尔弗雷德·诺斯·怀 特

海的《教育的目的》一书 ，豁然开朗。

书 里 有 太 多 的 话 语 让 人 醍 醐 灌 顶 ，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

的自我发展之路”“教育是教人们如

何运用知识的艺术”“必须记住，教育

绝 不 是 往 行 李 箱 塞 满 物 品 的 过

程”……

  而最触动我的，是“教育的节奏”

那一章。怀特海先生说 ，教育有浪 漫

阶段、精准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儿

童时代 ，属于浪漫阶段 ，那是对万事

万物开始有所领悟的阶段，在这一阶

段 ，各种事物对于孩子来说 ，又新奇

又生动，其本身包含种种未经探索的

可能联系，孩子懵懂地面对着若隐若

现的大量内容，不知所措却又异常兴

奋。到了一定年龄 ，才开始进入精 准

阶段，这个阶段代表了一种知识的积

累，这个阶段，按照条理化、系统化的

方式 ，获得其他一些事实 ，从而对浪

漫阶段的一般事实做出揭示和分析。

至于综合运用阶段，是在增加了分类

概念和有关的技能之后，重新回归浪

漫。由浪漫到精准再到浪漫 ，即由 自

由到训练再到自由。学习 ，就是这 样

的 周 而 复 始。而 在 这 样 的 循 环 往 复

中，我们逐渐具有活跃的智慧。

  怀特海先生说，如果没有前期的

浪 漫 阶 段 ，精 准 阶 段 是 不 会 有 结 果

的，如果没有对事实广泛而且普遍的

模糊认识，那么之后的分析会变得毫

无意义。如果过早让孩子进行统一正

规的训练，那么无论是兴趣还是最终

的成就，结果自然是失败。因为，孩子

的教育是对大脑中已经存在的纷繁复

杂的骚动进行有序整理的过程，你不

能对一个空白的大脑进行教育。

  多么一针见血，许多问题的答案

一下子就清晰了。太过急于求成的教

育 ，还有所谓“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 上”的 想 法 ，本 质 都 是 弄 错 了“ 浪

漫”和“精准”的顺序 ，或者是意图跳

过“浪漫阶段”直接进入“精准阶段”，

这也许相当于跳过“十年书”却期待

豁然开朗，其结果必然与美好的愿望

背道而驰。前不久 ，身边一位家长 很

无奈地说，上小学不久的孩子回家吐

槽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业呢 ，上

学难道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吗？她不想

上学了。多么令人震惊！学习本该 是

一件快乐的事 ，由不会到会 ，由会到

运用，这多少是有点浪漫和带有成就

感的。罗素在个人传记自序《我为 什

么活着》一文中，把对知识的追求和

对 爱 情 的 渴 望 相 提 并 论。而 孔 子 则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

为什么如今在很多孩子那里，学习成

了异常痛苦异常让人讨厌的事呢？到

底 是 孩 子 的 问 题 还 是 我 们 大 人 的 问

题呢？

  细品一下 ，孔子的那句话里 ，还

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字：时。时，

时机也。学而有“时”，习而有“时”，孔

子所说的这个“时”，也许就是教育的

自然节奏吧。儿童阶段 ，本该是浪 漫

阶段，它的特点是兴奋，是无序，是好

奇 ，是大量的观察和吸收 ，是更好地

发现兴趣，如果跳过这自由发展的浪

漫阶段直接进入到精准的训练，很有

可能导致兴趣缺失，也可能会在后来

的自觉探索阶段因视野的狭窄而难以

建立秩序。

  有人说，童年是我们取之不尽的

灵感之源。因为 ，童年是我们欢乐 的

秘密花园，是我们自由探索的自在时

光 ，是我们无忧无虑的浪漫基地。那

些出于好奇四处闲逛遇见的趣事和糗

事，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光阴里变成创

意满满的灵光一闪。现在 ，很多父 母

因为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不知

不觉中把浪漫的童年变成了精准量化

的知识库。在本该最浪漫的自由时光

提前使之精准化，孩子起跑时可能确

实是快了一些 ，但放到漫长的一生 ，

他们却可能会因此而动力不足。不要

忘记 ，有时 ，教育是具有滞后性效果

的啊。

  书 中 有 一 句 话 格 外 耐 人 寻 味 。

“在教师的意识里 ，孩子是被送到望

远镜前来观察星星的；在儿童的心目

中，教师给了他通往璀璨星空的自由

之路。”孩子确实需要我们引领向前，

身为教育者，我们都应该仔细反思一

下 ，目前我们认真所做的一切 ，究竟

是让孩子看清楚一颗星，还是把他领

上了通往璀璨星空的自由之路。

  我 们 成 人 的 学 习 之 路 也 是 一

样的。

  生活忙碌 ，时间宝贵 ，我们常常

急于求成 ，希望快点看到成果 ，以致

不舍得花时间做好“自由学习”这个

铺垫。在这点上 ，阅读和表达表现 得

更为明显。写作表达，是一种寻找，倘

若没有丰厚的阅读作为底子，寻找不

过是一种虚无的技巧而已。

  作家李元胜有一首小诗《旅行》，

很是让人喜欢：我经常站在书架前犹

豫/就像置身于庞大的巴士车站/每辆

巴士都会把我带走/而终点从未明确/

我经历过多少次出发/在很多层不同

的世界/每辆车，都可以装下无限多的

乘客/这样的旅行是多么辽阔啊。

  希 望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能 够 安 静 下

来，在书架前成为那个爱上独自旅行

的 人 ，在 独 属 于 自 己 的 浪 漫 旅 程 之

中 ，从容而快乐地“乱翻书”，等待着

智慧来敲门。

教教育育的的浪浪漫漫节节奏奏
□□  郭郭静静娟娟

走出家门 处处是课堂

□ 徐新颖

  这几年 ，我家大宝慢慢步入青

春期。幸运的是 ，她并不叛逆 ，我 遇

见的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能量 的

孩子 ，眼中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好

奇。作为一名小升初学生的家长，我

不焦虑不急躁 ，用一种平和的心态

陪伴孩子成长。感谢“双减”，让我在

家庭教育中有更多的探索和收获。

让孩子内心充盈

  “徐老师，我家孩子现在上三年

级 ，已经报了钢琴班、舞蹈班 ，特 长

还行，就是学习不好，你知道哪里可

以学英语或奥数？”一位妈妈一脸焦

虑地问我。“已经有这么多兴趣班，

还要报班啊？时间哪里来？你问过

孩 子 怎 么 想 吗 ？ ” 我 一 脸 惊 愕 地

问道。

  “她能有什么想法 ，学习不好 ，

周末得安排！”家长很坚定。“周末送

到兴趣班 ，那亲子陪伴的时间不就

少了很多？”我遗憾地看着这位妈妈

说道，“‘ 双减’之后，家长的教育观

念也要变呀。周末，可以和孩子走进

大自然，让他们全面地了解事物，满

足好奇心，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

可以亲子共读，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培养高尚情操；可以陪伴孩子运动，

锻炼体魄，培养意志力……”

  这位妈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

“ 你 家 孩 子 成 绩 这 么 好 ，难 道 不 补

课？”我告诉她：“不补，大千世界是

最 好 的 课 堂 ，家 长 就 是 最 好 的 老

师。”

  反思：“双减”减轻了孩子的课

业负担 ，是希望家长能有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陪伴孩子 ，引导他们全面

发展。有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和爱 的

呵护，孩子才能实现自我管理，健康

成长。

  陪伴有多种方式 ，十分钟全神

贯注的倾听，十分钟亲子游戏，半小

时阅读相伴，共看一场电影，共打一

场球赛 ，共唱一首歌……这些都 会

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内心充盈 的

孩子 ，便会自信、阳光 ，有学习内 驱

力，奔跑起来更矫健。

暖心的高质量陪伴

  “妈妈，你看我跳那么远。”“爸

爸 ，这 题 我 知 道 ，那 本 书 上 写 的。”

“妈妈快看，一群大雁往南飞了！”看

着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

我 和 孩 子 爸 爸 毫 不 吝 惜 地 给 予 夸

赞：“你们的发现太棒啦！”这是我们

一家其乐融融的场景 ，也是“双减”

以来亲子相处的真实写照。

  在家庭中 ，我们每周都会开展

一些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如周 三

的家庭阅读赛 ，孩子凭借平时的阅

读积累参与比赛命题 ，其他人轮流

回答。在一问一答中，孩子对阅读的

兴趣更加浓厚了。如周六的家庭 运

动赛，跳绳、跳远、投篮、跑步……小

区运动场上洋溢着我们的笑声。还

有不定期的家庭外出游园会 ，孩子

们亲近大自然，感受生命的美好。

  反思：父母陪伴孩子徜徉于美

好的大自然中，既可以丰富自然、人

文知识，又能陶冶性情，培养审美情

趣。家庭竞技比赛可以培养孩子 的

兴趣，同时能激发孩子的竞争、合作

意识。高质量的陪伴让教育无痕，亲

情永恒。

家校携手共育儿

  “妈妈，这是学校布置的科学小

实验。”“爸爸，这是学校让我们每天

进行的体育运动打卡。”“很好，现在

的作业设计都这么丰富多彩呀。”在

我的引领下 ，女儿认真地准备科学

小实验的道具 ，“小孔成像”的实验

让孩子学到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

同时，也收获了科学探索的乐趣。

“下面，我们一起来运动。”一段

健身操，让我们在挥汗如雨中感受

到运动的快乐。”于是，照片定格

了一段段亲子相约、家校携手的美

妙时光。

  反思：学校优化作业设计，是优

化孩子品质培养 ，提升教育质量的

重要举措。不管是“科学小实验”“阅

读小明星”“家务小能手”，还是“运

动小健将”，学校开展各种活动的出

发点都是努力培养孩子成为正直、

善良、勇敢、创新之人 ，这也是家庭

和学校教育的初心。作为家长，应配

合学校，共同优化育人生态，努力让

每个活动背后的家庭教育故事更加

动人，成为弥足珍贵的教育资源。

  孩子们的世界充满奇思妙想。

瞧，涵涵说云朵也想到幼儿园玩，笙

笙好奇影子颜色 ，鑫鑫羡慕蚜虫有

糖果吃 ，杨杨惋惜树叶的掉落……

这些童言趣语展现着童真 ，快来一

同感受这份纯真美好。

魏高涵 5岁：

  午餐后散步 ，涵涵在草地上捡

到 了 一 团 棉 花 ，兴 奋 地 告 诉 老 师：

“老师，你瞧，天上的云朵掉下来了。

我们的幼儿园太美了 ，云朵也想来

玩。”

沈煦笙 5岁：

  户外游戏时 ，老师带小朋友们

玩踩影子的游戏 ，笙笙皱起眉头不

解地问：“影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我的衣服是蓝色的 ，影子却

是黑色的呢？”

韩佳鑫 5岁：

  听完绘本故事《牙齿大街的新

鲜事》，鑫鑫和小伙伴聊天：“我也想

成为哈克和迪克。”小伙伴说：“他们

是两个蚜虫大坏蛋，我讨厌他们。”

鑫鑫一脸羡慕地说：“可是他们每天

有吃不完的糖果和巧克力呀。”

陈慕曦 4岁：

  早上入园时 ，老师发现曦曦的

口袋里装了一条鱼，问他：“你为什

么把鱼装在口袋里呀？”曦曦轻轻地

说：“嘘，不能让我奶奶知道，我带给

小乌龟吃的。”

储锦浩 4岁：

  诺诺穿了一件漂亮的公主裙 ，

问浩浩漂不漂亮，浩浩回答：“好看

是好看 ，可是公主应该住在城堡里

面，还要戴皇冠呢。”

崔张杨 5岁：

  老师说：“一阵风吹来，小树叶

落在了地上。”杨杨：“小树叶为什么

会落在地上？是不是不听大树妈妈

的话，大树妈妈不要他了？好可怜。”

云朵掉下来了
◎ 罗俊

成长智慧

  克捷的长女弗朗西斯卡和她那英俊潇洒的情郎特雷决定在7

月份举行婚礼。克捷不慌不忙地实施他的计划。安排一次婚礼，你

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有许许多多事情要组织：教堂、管风琴

师、礼堂、司仪和乐队。他们找到一家礼堂和一支由三件乐器组成

的轻音乐乐队，钢琴手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帮助他们确定他们喜

爱的乐曲。

  租一架钢琴要花很多钱，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钢琴。婚礼

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克捷在礼堂等着人们将钢琴搬来，这时，他看

到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门口往里探头。

  “喂。”克捷招呼一声，他便走了进来。从交谈中克捷知道了，

他只是个想跟人说说话的孤独老人——— 他还有点不太正常。他告

诉克捷，小时候他的头部曾遭受严重的摔伤，以致他的大半生都

是在亚历山德拉福利院度过的。现在到他兄弟这儿来住几天，正

趁晚饭前愉快地散散步。

  他问克捷为什么到礼堂来。克捷把关于婚礼的事讲给他听。

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克捷是否允许他在婚礼那天来看一眼。

克捷能感觉出他想要得到应允的心情，于是他说欢迎他来。

  在他们乡村里，7月是个寒冷、多风的月份，但是，那个星期六

太阳却穿出云端，照得人们暖洋洋的。每次参加婚礼克捷都禁不

住要哭，但当他那青春曼妙的女儿走下侧廊时，他感到自己的心

脏加倍在跳。但她脸上的表情告诉克捷，不该有眼泪。

  结婚仪式结束了。礼堂里整个下午充满了乐曲声，人们在跳

舞和欢笑。一个服务员走过来说，在旁门有位先生坚持要见克捷。

  是那天相识的老人，他衣着整洁，但有些腼腆。克捷邀请他进

来，他不肯。于是克捷回去取了一块上边带有一朵玫瑰花的蛋糕

给他。他很感动，犹犹豫豫地拿出他的礼物。“送给新娘的。”他骄

傲地说。这是个包裹得很糟的小包，一张粗糙的棕色包装纸，用绳

子系着，很不起眼。克捷把它放在桌上成堆的礼品旁边。他挥挥手

说声再见就离去了。

  克捷的小女儿米歇尔负责清点在礼堂收到的礼品，她细心地

记下每位客人送的礼物。当清点到那个棕色小包时，她感到很惊

讶。克捷从她手里拿过小包，把它打开，原来是个罐子，一只普普

通通的小牛奶罐，那种人们在医院、在火车上以及在像亚历山德

拉那的福利院里用的水罐。

  当时克捷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他为女儿的幸福而流泪，他

为这个由于患有精神病而在福利院度过了大半生的人的孤独而

流泪，他的经历触动了克捷，并且同样触动了他的女儿。于是，他

们在礼品单上填写了以下字样：“一个小罐——— 亚历山德拉福利

院的一位先生赠。”

  弗郎西斯卡继承了一个漂亮的玻璃柜，陈列着克捷的母亲多

年来收藏的各种银器。他们一致同意把这件小水罐高高摆在美丽

的银器当中，这是从一个绝望的世界送给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的

一件特殊礼物，是一个从生命到生命的爱的象征。

特 殊 的 礼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