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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教我垃圾分类
侯利旺

2019年6月19日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 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女儿给我“上课”
于炳绅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女儿邀我领略汉字之美
乔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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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
加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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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小果教我慢生活
蔡源霞

本报《话题》版面近期将

就以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

对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

稿件发到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有益身心、丰富多样的课

余生活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

成材大有裨益。在学业以外，

课余时间往往是一个孩子发

展独特个性、提升综合能力

的好时机。课余生活中，孩子

不但能学到许多课本以外的

知识技能，也能增添宝贵的

人生阅历，开阔视野，提升格

局，甚至获取到受用一生的

精神滋养。暑假来临，正有大

把时间让孩子们过他们的课

余生活，关于“孩子的课余生

活”，你有着怎样的理解？您

发现孩子在课余生活中得到

了怎样的锻炼和成长？您认

为又该如何引导孩子用好课

外的自由时光，收获充实与

精彩呢？请结合社会现象或

个人事例，来稿与我们分享

您的经历、观点与感受。

要 求 ：字 数 不 限 ，观 点

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说起女儿给我上过的“课”，

那可多了，这里就简单说两个吧！

记得有一次我带女儿上街，

在路上看到了被人随手丢弃的废

纸团、果皮、旧电池等。于是，我便

给女儿来了个“现场教育”，讲了

随意丢弃垃圾如何不文明，并让

女儿和我一起将垃圾拾起来。

正当我抬手要将垃圾扔进路

边的垃圾箱时，女儿拦住了我：

“爸爸，这旧电池可不能随便扔。”

一句话提醒了我，不久前我还给

女儿念了一篇介绍乱扔废旧电池

危害的科普文章呢，怎么自己就

先忘了呢？人们大多以为只有大

人教育孩子的份儿，可孩子认定

了一个道理，往往比大人更较真，

更会举一反三。我赶紧鼓励女儿

道：“你说得对！是爸爸疏忽了。”

后来我俩一路走，直到发现了设

有废旧电池回收口的专用垃圾

箱，才将旧电池扔了进去。

还有一次是去年夏天，一个特

别炎热的下午，我和女儿游完泳回

家，刚进楼梯间就看到了一名送货

的快递员站在邻居家的门前，一边

擦汗一边打电话：“那只能明天再

给您送货上门了，家里请留人……

对，要当面签收……”挂了电话，那

名快递员转身抱起货物，正要离

开，看到我们，停了一下，犹豫着问

我能否给他些水喝，天儿太热，他

随身壶里的水都喝完了，刚刚又爬

了楼，实在口渴难耐，还跟我说给

他灌点自来水就行。我看他汗流满

面，嘴唇干得起皱，一定是渴坏了。

我赶忙开门端出一大壶凉白开，灌

满了他的水杯，他道了谢，就大口

大口灌起来。这时，女儿悄悄拉我，

递来一小碟盐，我一时不解，女儿

低声给我上起“课”来：“爸爸，你

忘了吗？电视上讲过的，大量出汗

之后大量饮水，容易电解质紊乱，

最好喝点淡盐水……”我一听对

呀，忙向快递员解释清楚，给他杯

中加了些盐，再次灌满，笑容洋溢

在他憨厚的脸庞上。

许多时候，我们大人还真不

能小看了孩子的聪慧与善良啊！

女儿让我明白，获取知识不难，但

若没有一份保护环境的意识，没

有一颗善待他人的热心，知识就

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力量，更无法

传递打动人心的温暖。

女儿自从迷上了汉字听写大

赛，每到节目时间，都会聚精会神地

收看，还备好纸笔，邀我和她一起试

写。刚开始，我颇有自信，可几轮下

来就红了脸：作为一个读过那么多

年书的大人，一些比较生僻的字词

写不出来也就罢了，可面对很多常

用的字词却也会“卡壳儿”，那些字

词仿佛就浮动在眼前，临下笔时却

踪影难觅。反倒是上初中的女儿轻

松地写对了不少。

这让一向在女儿面前自我感觉

良好的我颇为尴尬。女儿似乎看出

了我的心思，眨着眼说：“妈妈，这不

怪你。我现在每天都用笔写字，自然

比较熟悉。而你们大人整天用电脑、

手机打字，很少用笔，当然会手生

了。”可不是嘛，我都记不起有多久

没有提笔写字了。

“你既然天天写字，这个节目还

是写字，你为什么还这么爱看？”我

开 玩 笑 地 问 女 儿 ，“ 我 喜 欢 汉 字

啊！”女儿脱口而出，她微微眯起

眼，轻轻说：“妈妈，你还记得吗？我

小时候，你常常给我讲汉字，我听

得入了迷，一个个部首、结构，你讲

得多生动啊！”女儿动情地回忆道：

“瞧，这是人的手，这是鸟的足，还

有那神奇的‘走之底’，就像个调皮

的滑轮车，让那些字一下子就变得

飘逸起来。还有一些汉字，简直就

是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听着

女儿的话，我宛若步入了美丽的汉

字花园，与她一同沉醉于各种奇思

妙想。

“妈妈，你不是说小时候练过

字吗？我决定了，从明天起，我也

要 练 字 ！”女 儿 的 话 勾 起 了 我 的

回忆。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每天都练

毛笔字。父亲笔下的字，随着字体

和书写内容的变化，或工整，或秀

丽，或行云流水。而父亲练字前，每

每都要净手，敛神静气，铺纸磨墨，

表情郑重。父亲常讲的对汉字之美

的热爱、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

敬畏，那时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

但空气中散开的墨香，却总能让一

旁的我停住嬉闹，不由地融入那一

方静谧。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

少时我也曾经习字。看着一个个汉

字在自己笔下流泻出来，仿佛一个

个空灵的舞者，尽情地舒展肢体，

挥舞着长长的衣袖，汉字之美就深

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头。

可是随着我长大成人，走入社

会，工作、生活越来越忙碌，尤其电

脑的高度普及，使我渐渐淡忘了习

字的乐趣。那一个个跳动在屏幕上

的汉字，虽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却

失去了手写的温度与魅力。如今，女

儿对汉字之美的热爱与向往，唤醒

了我过往的记忆与情感，更提醒着

我这个成年人，永远不要忽视审美

带给我们的愉悦，不要淡忘滋养了

我们精神家园的文化血脉。

“妈妈，我们一起练字，怎么

样？”女儿唤醒了回忆中的我，我高

兴地点头说：“好，咱们俩一起来重

新领略汉字之美！”“太好啦！”女儿

开心地笑了，从她的眼神中，我读到

了一种让我欣慰、振奋的力量。

前些日子，女

儿和同班同学田

豆一起入选了全

区数学竞赛，平时

女儿和田豆的数

学成绩水平相当，

两个小丫头又是

好 朋 友 ，课 余 时

间，两人经常结伴

复习、研究难题，

赛前，田豆还把自

己记满了解题要

点的笔记借给女

儿参考。数学竞赛

成绩出来那天，女

儿获得了全区第二名，可田豆却因

发挥不佳，没能得奖。

一天，女儿回家说，田豆从知

道成绩那天起就不理她了，女儿无

意中还听到田豆和别的同学说她

得奖不过是运气好，言下之意是说

女儿的第二名名不副实。我听到这

话不由地心中不快，田豆这孩子怎

么能考得不好就说别人坏话呢？我

告诉女儿，田豆在人背后说坏话，

可见她不是个值得信任的朋友，以

后不要和她走得太近。

可女儿听完我的话，居然嘿嘿

笑了起来，说：“妈妈，你可一点儿也

不成熟，看人看问题太偏激了。”我

诧异道：“我怎么偏激了？”女儿慢条

斯理地答道：“田豆这话虽说得有些

过头，但她不过是一时被嫉妒冲昏

了头了，等这股儿劲儿过去，她还是

那个可爱又乐于助人的田豆。”女儿

见我不吭声，又补充道：“人都有嫉

妒心，其实我也一样。有时田豆数学

成绩比我好，我也不想理田豆，但过

几天也就忘了，又和她和好如初了。

人不可能一辈子活在嫉妒中，要不

也太惨了！”

我笑女儿没原则，女儿一听有

点急，对我扮个鬼脸说：“我怎么没

原则了？我对友情可是要打分的，田

豆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一点一

滴地给我俩的友谊加分。”女儿顿了

顿，又说：“但有时，朋友之间也难免

发生矛盾和争执，这虽然可能让友

谊减分，但我不能因为一两个不愉

快的小插曲，就否定一段友谊呀！何

况，人都有缺点，若发现一个缺点就

与其绝交的话，我可能这辈子都没

法交到一个好朋友了！”

女儿这番“友谊加减分”的说

法，真是蛮有道理的。细想一下，在

同事、朋友、家人的相处中，不都值

得借鉴吗？人与人之间，多点关爱就

能加分，有了伤害就会减分，但发生

矛盾时，多想想对方平日的好，不轻

易否定他人，更公平地评判是非对

错，不就越活越豁达开朗了吗？女儿

真是给我这个大人上了宝贵的一

课。“你说得有道理，妈妈相信，你一

定会收获许多好朋友的！”女儿听到

我的话，开心地笑了。

周末的一天，妻子和我大扫

除后，把清理出的杂物、垃圾倒进

了一个大袋子，准备拎下楼去扔。

正在拼乐高的儿子停下手里的活

儿，连忙拦下我，又跑进自己的房

间，拿出不同颜色的袋子，要我和

他一起做分类。

原来，儿子的学校布置了垃

圾分类的作业，要孩子们学会如

何区分不同类型的垃圾，并投放

到相应的垃圾桶内。儿子说，老师

教了，垃圾分类要从每个人的小

家做起，养成习惯。

其实，当时我们单位也在普

及垃圾分类，每个办公室都领取

了不同颜色的垃圾篓，越来越多

的居民小区也都摆放了分类垃圾

桶，可我和妻子都还没有在家里

实施垃圾分类。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在生活

中，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是对孩子

潜移默化的教育，可主动做好垃

圾分类这件事，却是儿子给我们

做了个好示范。我和妻子赶忙配

合儿子，按他的指导，将垃圾一一

分类打包。但最后，我们却为粽叶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犯了难。

儿子说粽叶买回来的时候是

干的，包成粽子吃掉后，就成了带

有水分的湿垃圾了。可我却依稀

记得网上曾有人说粽叶不属于湿

垃圾。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僵

持了片刻，儿子主动请缨，要上网

查找资料，弄清楚这个问题，给爸

妈当一回小老师。

约莫过了半个钟头，“我知道

了！”儿子兴奋地喊道，招呼我和妻

子快来。我俩刚一落座，只见儿子

手托一块小白板，上面画了几张粽

叶，还写着干湿垃圾的区别，儿子

认真地讲解起来：“从干湿垃圾的

定义来看，粽叶本应属于湿垃圾，

因为粽叶能腐烂，经过处理后能变

成土壤肥料等。然而实际上，粽叶

质地较硬，又有韧性，进入处置设

备后，可能会缠绕关键部件，影响

机器正常运转。所以粽叶最终还是

归属于干垃圾。同理，椰子壳、核桃

壳、甘蔗皮等硬果壳以及榴莲核等

硬果实也属于干垃圾。”

听了儿子的分析，我们不禁

叹服。通过此事，我们了解了垃圾

分类的知识，更对儿子面对问题

刨根问底、认真钻研的态度刮目

相看。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很快

就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小果，你简直慢出境界了!”一

天下午，我接儿子小果回家，一路上

他停停走走，催促他几次之后，我终

于没了耐心，在街上毫无风度地冲

着他喊了起来。

小果的慢，真的慢出了境界：每

天早上，慢条斯理起床洗漱穿衣服；

一顿晚饭能细嚼慢咽地吃上四十分

钟；虽然学校离家近，但五分钟的路

他愣是能走上一刻钟。

等小果踱到我跟前，我盯着他

问：“你到底在想什么呢？”小果摇

头：“我没想什么啊，只是风景太美

了！我忍不住要停下来看。”风景太

美了？我环顾四周寻常的街景：此时

还未开春，光秃秃的行道树上停着

两只灰扑扑的麻雀，一辆辆汽车驶

过，马路上打着几处斑驳的柏油“补

丁”，行人脚步匆匆……哪有什么风

景呢？

“妈妈你看！”望着我疑惑的表

情，小果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栋房子，

开心地说：“是不是很漂亮呢？”顺着

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不禁眼前一

亮，那建筑原本是栋三层的毛坯小

楼，不知何时竟被刷上了五颜六色

的涂料，加上新安装的线条圆润的

精巧门窗，看上去童趣十足。

小果又指了指小楼一侧说：“那

里还有个花坛呢！”停了几秒，他满

脸憧憬地说：“过不了多久，花坛里

就会长满花花草草了，说不定还能

引来蝴蝶呢！”

晚上想起这件事，我跟小果爸

爸说了，情不自禁地赞叹小果的观

察力和感受力。小果爸爸听了笑道：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注意到那栋楼

吗？”我摇头，“因为你走得太快了。”

一旁玩耍的小果“抢答”道，他爸爸

笑着点头，表示认同。

走得太快了？我不由陷入思考。

是啊，我性子急，走路、做事风风火

火，我一直认为要适应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这样的行动力是必不可少

的。但或许，我正因忙于赶路而错过

了太多的沿路美景？

“风景太美了”，小果的话萦绕

在我耳边，令我深受触动。那天起，

我常常有意提醒自己慢一点，走路

慢一点，说话慢一点，吃饭慢一点，

做事的间隙多抬头看看窗外的风

景……原本匆忙紧张的感觉竟也不

知不觉地舒缓了。

“妈妈你在笑什么呀？”前几天，

还是在接小果回家的路上，他看了

看我，问道。我指着那栋小楼外的花

坛说：“小果你瞧！那儿是不是有一

丛蒲公英？”我俩一起停下脚步，欣

赏起眼前的美景，情不自禁地笑了。

编者按>>>>>

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孩子多是懵懂的，是被成年人教育引导的对象。然而不

经意间，孩子的一句话语、一个举动，却可能流露出一些被成年人忽视或淡忘了的

优秀特质或珍贵品质。有些时候，孩子反而会令成年人更加深刻地理解某些道理，

唤起成年人的自我反思，甚至引发丰富的人生感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陪伴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成年人又何尝不会从孩子身上学到些什么呢？本期话题就来分享几

位读者为我们讲述的“孩子教我的那些事儿”。

那些事儿
孩子教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