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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

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

叫爸爸妈妈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

筷子吃饭的时候……在孩子逐渐成

长的过程中，相信许多父母都会有

不少感慨，也会有不少想对孩子说

的话。对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

长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大家

来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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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征稿启事

2020年4月29日 编辑：吴海燕 实习编辑：向若云

家长课堂

小贴士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全

国各地的学校纷纷迎来开学的喜讯。

学校人员相对密集，如何做好预防工

作？上课和室外活动需要戴口罩吗？

孩子们在学校该如何防护？

孩子如何佩戴口罩？目前市面上

儿童口罩的型号比较多，家长要按照

孩子的年龄和脸型选择合适的口罩。

一次性外科口罩就足以满足日常生

活所需。儿童不建议佩戴N95口罩，

因为N95 口罩会导致孩子佩戴时感

觉憋气，甚至不由自主地把口罩扯

掉。同时，家长应该在孩子的书包里

多准备几个备用口罩，方便孩子及时

更换。

往返学校途中如何防护？如果家

里离学校不远，就尽量选择步行，遇

到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凑热闹。尽

量不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必须

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需要全程佩戴好口罩，且双手尽量不

要触碰公共物品，也不要触碰脸部，

同时随身携带一个免洗手消毒液，如

果双手触碰到了公共物品，可以随时

进行手部消毒，回家后再按照“七步

洗手法”清洗双手。

进学校前如何防护？建议学校按

照年级安排学生错峰入校或放学，进

校门时学生之间也应保持 1 米以上

的距离，家长接送孩子时也要避免扎

堆聚集。进学校测量体温时还要注

意，如果遇到孩子体温偏高（比如

37.5 度）也不要贸然判断就是发烧，

因为刚吃完饭或运动后体温都会有

所升高，建议让孩子在旁边休息3~5

分钟后再测量一次，并详细询问其有

无咳嗽、头痛、呕吐腹泻等症状。如

果存在异常，建议联系家长及医院及

时诊治。

上课时如何防护？在教室里全程

佩戴口罩，窗户保持通风，孩子擦拭

口鼻的纸巾下课后丢入有盖的垃圾

桶内。

下课及在室外上体育课时如何

防护？在户外、运动场，人员没有那

么多，且人和人间隔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不戴口罩。老师要注意避免孩子

聚集、打闹。

在学校吃饭时如何防护？建议学

校安排学生错时就餐，就餐时每个学

生之间也要保证一个空座位的间隔。

餐前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净双手，直

到开始就餐前最后一刻才摘下口罩，

吃饭时不要相互交谈。进餐结束后更

换一个新的口罩佩戴，旧口罩丢弃到

专门的口罩垃圾桶内。

学校老师、学生如果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时如何处理？学生如果在

学校出现发烧、咳嗽、咽痛、头痛、呕

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向校医反馈

并单独隔离起来，同时通知家长带孩

子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学生在家出

现上述症状，家长应及时向学校反映

实情，排除是新冠肺炎疫情后且病情

痊愈后可继续上学。如果学校员工或

学生中如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应

当立即向所处辖区的疾控中心报告，

并配合做好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

工作。 （人民网 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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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

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下班后，我刚走

到母亲家门口，准备接女儿回家，就听见

家中传出来女儿的抑扬顿挫之声……

我开门进屋，只见母亲端坐在沙发

上，十岁的女儿手里拿着一本诗词书，站

立在茶几前，正大声地朗读岳飞的《满江

红》。看这架势，祖孙二人的兴致正浓。女

儿见我来了，笑着说：“我们学校在开展

‘读书小达人’的活动，我正读给姥姥听

呢！”母亲一边指着她身边的位置，一边笑

着对我说：“你也赶紧坐下来听吧！我孙女

读得真不错，像电视里的小明星！”母亲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我坐下来，女儿继

续她的朗读。她读得有板有眼，读到高昂

处时，还把小手向上轻扬，母亲在一旁鼓

掌，乐得合不拢嘴，我也连忙配合着叫好。

看着母亲眉开眼笑的样子，我心里

一直存在的一丝担忧一扫而光。前些日

子，父母刚刚搬进城里，也许是不太适应

城市的生活，他们整日都闷闷不乐的，我

也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让二老开心。而

且母亲的眼睛患有干涩症，也不能长时

间看电视。听着女儿朗朗的书声，我突然

灵机一动：我们何不举办一个家庭读书

会？每天晚饭后，大家坐下来听书，朗读

者就是女儿，读书的内容不限，书报、诗

歌都可以。一来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二

来父母多了含饴弄孙的乐趣，还能增加

见闻；三是我也趁机少玩手机，脱离“低

头一族”。

晚餐时，我把我的计划一说，大家一

致赞成。女儿听后更是兴奋不已，站起身，

双脚并拢，右手高抬，“啪”地给我来了个

举手礼：“遵命！”逗得我们一家人哈哈

大笑！

于是，从这天开始，每天晚饭后，我们

一家人都会围坐在客厅，等待“小朗读者”

的出场。女儿也花了不少心思给大家选文

章。她选的文章内容也很丰富：有古典诗

词，有当日新闻，有优美的散文，还有老年

人的保健常识、生活小窍门……看她认真

的样子和父母脸上的笑意，我心里自然

欢喜。

一次，我拍摄了一段家庭读书会的小

视频，发了朋友圈，没想到点赞率居高不

下，周围的朋友和邻居都说我的主意好，

纷纷效仿，母亲的邻居张姨和李叔老两口

还加入了我们的朗读会!

这个家庭朗读会的举办，也让女儿

在小区里成了小有名气的“小朗读者”，

更为可喜的是，“小朗读者”的朗读声，给

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曼妙的旋

律，带来了一曲幸福的歌儿……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2020 年伊始，我们经历了一场新

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如今，疫情防控形

势逐渐向好，随着复学的到来，我和儿

子放学路上的“诗词飞花令”也重新拉

开了帷幕。

儿子酷爱诗词，最爱看的综艺节目

就是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今年因为

疫情宅在家中以后，他更是准时准点、

一场没落地把它追完。家里离儿子的学

校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而这段时间

恰恰成了我和儿子最珍惜的美好时光，

因为这条路是我和儿子诗词飞花令的

“擂台”。

新学期第一天的放学路上，我们就

来了一场大 PK。儿子说：“刚刚下了一

场小雨，我们就飞‘雨’字吧。”我很赞

同，让儿子先来。只听他充满感情地说

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我稍一思索，脱口而出：“东边日出

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儿子也不甘

示弱，很快接道：“绿遍山原白满川，子

规声里雨如烟。”我一边赞扬儿子说得

好，一边不慌不忙地接着背出：“春潮带

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儿子一

听，急着叫道：“这是我正准备说的诗，

怎么被你先说了呀？”我连忙安慰他不

要急，慢慢想，一定可以想起来的。他停

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我很惊讶，这句

诗儿子没有学过呀。他骄傲地说道：“我

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学的，我还知道它

是出自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描绘的

是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同时也表达

了作者心中的愁闷……”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

风。”“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一蓑烟雨任平生。”“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眠。”……接下来，儿子突然一

下子思维大开，竟然连词也搬了出来，

甚至有一些我都没有听过，我只好甘拜

下风，向他认输。

儿子高兴坏了，嚷嚷着还要再来一

局。后来，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又“飞”了

含有动物的诗词。那可是儿子的强项，

因为他从小到大最喜欢各种各样的动

物，所以对含有动物的诗词也很敏感，

一听就会。最后，我不得不又一次败下

阵来。

我还记得去年，我和他“飞花令”的

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赢，没想到一年过

后，他的古诗词储备量突飞猛进。儿子

笑着说道：“这主要都是《中国诗词大

会》的功劳。因为它，我爱上了诗词；也

因为它，我学会了更多的诗词。真希望

有一天，我也能走上《中国诗词大会》的

舞台。”我鼓励他道：“会的，妈妈相信

你，只要你坚持下去，多学多背，一定可

以实现。”

被诗词熏陶过的人，才能看到生活

中的真善美，人生才会过得充满诗意与

精彩。那么，就让诗词打开孩子的心智，

点亮孩子的童年，放飞他们的梦想吧！

饭后，女儿“捧”着吃撑的肚子嚷着

要去书中“旅行”。

女儿一向爱动不爱静，为了能让她

在这个“特殊的假期”里爱上读书，我是

软硬兼施，恩威并济，使出了“洪荒之

力”却也收效甚微。

最初，我跟女儿约定，在正常的网

课、作业都完成的情况下，她每天必须

背一首古诗、读书一个小时。背诗问题

不大，但读书这个环节上她往往如坐针

毡，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一会儿借口要

喝水，一会儿又借口要上厕所……

有时候，我以鼓励为主，苦口婆心

地给她讲道理：“腹有诗书气自华”，读

书会使人通晓古今、博览中外。有时候，

我会发号施令，告诉她如果不认真读

书，就不允许看电视、玩玩具，但是，这

些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我和女儿在电视上看到了那

个在武汉方舱医院里安静读书的“清流

哥”，我和女儿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她

问我：“为什么他能那么坚强，不害怕？”

我趁机告诉她：“翻开书的那一刻，他就

开启了一场完美的‘旅行’，他看的不只

是一本书，他看到的是另一种生活状

态，另一种心情，另一个世界。在那里，

他会遇见诗情画意，遇见慈悲善良，遇

见美好幸运……所以他变得勇敢，忘记

了伤痛，这就是读书的魅力。”

“读书也是’旅行’吗？”女儿好奇地

闪烁着大眼睛问我。当然了，每读一本

书就像是开启一场‘旅行’，想去哪里自

己说了算，我顺势引导道。女儿突然来

了兴趣：“那爸爸你来当我的导游，我们

开始旅行吧。”我欣然答应。

于是，这些日子，我陪女儿读完了

中华寻宝记系列丛书，我们去敦煌看了

飞天、去长安看了大雁塔、去洛阳欣赏

了牡丹……一场场书中的“旅行”，也打

开了女儿一扇扇奇思妙想的大门。

在陪伴中，我也渐渐地明白，孩子

是否爱看书，鼓励与要求都比不上给她

营造一个环境重要，正所谓：“喊破嗓

子，不如做个样子。”所以，我不再做一

个喋喋不休的指挥者，而是做一个安安

静静的陪伴者，和她排排坐，拿起各自

喜欢的书，满怀期待地开启每一段“旅

行”。

“现在睡觉的话，会做美梦；而现在

读书的话，会将美梦变为现实。”女儿很

喜欢这句话，还把它摘抄下来，贴在了

书桌前。她说这样可以时刻提醒自己，

要经常在书本里“旅行”。

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我也告诉

她，书本上那些阳光般温暖的文字一定

会让她收获更多的力量。人生有许多

路，但爸爸觉得唯有书山学海这条路最

美，而在这段难忘的时光岁月里，在书

中“旅行”的你，真好看！

在孩子的床头放一本书，放一本父母

满怀爱心和期望选择的书，天长日久，对

孩子的成长一定会大有好处。

十几年了，我一直这样做。每一天，儿

子一睁开眼就会看到床头上有一本伸手

可及的书。他会不经意地拿起来，随意地

翻动，像玩一个玩具，然后突然被里面的

一句话或某个画面吸引住，然后认真地看

下去。有时候，他会被一本有趣的书吸引

得非要一口气看完，想知道里面的全部故

事，直到我一遍遍地催他睡觉，他才肯

放下。

天长日久，儿子在床头读了很多书。

文学作品、科学家传记、历史战争、百科知

识……一本本书为他打开了一个个世界，

他在里面成长壮大起来，能力也不知不觉

地发展了起来。

这些书在他的生活中慢慢地产生了

影响。上小学时，儿子的阅读积累还没有

完全表现出来。到了初中，他写作文容易

起来，对日常的大小事情总有自己的思想

认识，正好借写作文的机会发挥一下，加

上阅读中潜移默化而来的文字能力，儿子

写作文时从来没有出现过无话可说的时

候。他还经常语出惊人，写过一些有思想、

有新意的好文章，发表在学校办的杂

志上。

由于读过很多科学家的故事，他多多

少少了解了一些科学领域的事情，对天

文、物理、化学的兴趣浓厚了起来。他曾自

己在阳台上制造甩干机，用钉子在易拉罐

上钻一些细孔，然后拆一辆四驱车的发动

机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再把两者安装到一

起，通上电，让它们一起旋转，易拉罐里的

水很快就被甩了出来。

读书不仅使儿子增长了知识，也使他

的心灵世界得到了发展。7 岁的时候，他

读了伦琴发现X射线并无偿地让人们用

来治疗疾病的故事。有一天放学回家，他

认真地对我说：“我长大了也要把我的发

明无偿地献给人类。”他还说他一定要去

英国的圣玛丽医学院上学，因为青霉素的

发现者弗莱明就在那里上过学。

与此同时，我觉得阅读还能够让孩子

的心沉静下来，也是让他们随着文字的深

入进行感受和思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他

们开始是跟随文字，但慢慢地就能够在文

字的引导下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发展到超

越文字去进行更深透的思考。一个读了很

多书的孩子，视野会宽广起来，领会能力

也会增强。

阅读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式。通过

阅读，我们能到达陌生的地域，认识令人感

动的事物，学到我们不了解的知识，观察复

杂的人性，体验发现的激动和喜悦，不断地

获得很多东西。有时候，一个人，一个情节，

一句话，就能激励我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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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早培养你的阅读兴趣，从你很小

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给你买绘本，引领你通过

图书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以及探索自然与

科学的奥秘，并且有意识地借助故事，培养你

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而，每晚的亲子阅读时

光，也成了你和我最亲密、也最快乐的一段时

光。在这样一边讲述、一边学习的过程中，你

知道的东西多了，视野开阔了，对阅读的兴趣

也日渐浓厚了，这让妈妈很欣慰。

上小学后，你已经不需要我的陪伴，可

以独立阅读了。可是最近妈妈发现，你读书

只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很多内容看得

囫囵吞枣，问你一些书中的问题，你也经常

回答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让妈

妈不能接受的是，你还特别喜欢跟人炫耀自

己读过多少书，知道多少东西，一副学富五

车的样子。还有就是不管谁开口说话，只要

你能搭上茬儿，你就会很不礼貌地来上一句

“我知道”，然后沾沾自喜地接过话题“信马

由缰”，全然不顾对方有多尴尬。

这样很不好，妈妈想要你明白“知道不等

于知识”。而且，事实也证明，很多次在你说了

“我知道”之后，根本回答不上妈妈那些有针

对性的问题。这就充分说明，有更多的知识是

你所不知道的。所以妈妈希望你能谦虚一点、

踏实一点，仅凭那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就到处

张扬，不免让人生出不屑和轻慢，对你的学习

和成长也没有半点儿好处。就像妈妈跟你说

过的：静水流深，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

是很低调、很内敛的。

或许与同龄的小伙伴比起来，你的阅读

量略胜一筹，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知识储备

就超过了人家。蜻蜓点水式的学习，带给你

的也不过是皮毛之见，完全不能称其为知

识。真正的知识是离开了老师和书本，依然

被你牢牢记在脑子，并且能够自如运用的记

忆和方法。你问问自己，这样归类之后，属于

你的知识还有多少？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来，“知道”只

需要很浅层的了解就可以做到，“知识”却需

要不断的学习和复习才能增长。例如，你知

道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那你知道

他有哪些先进的思想，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吗？他倡导的教育理念又是什么？为什么他

能当得起“伟大”两个字？你知道圆周率是

3.14，那你了解它是由谁、怎么计算出来的

吗？为什么说它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呢？你不

知道吧。因此，妈妈觉得，只有更多地通过表

象，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和挖掘，并

且能够让不知道它的人弄明白，那才是属于

你的知识。

荀子《劝学》篇里说：“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就是在告诉

我们，学习需要坚持不懈，更需要不断的探

索。孩子，妈妈希望你能把更多的“知道”变

成“知识”，在未来的学习路上扬帆搏浪、一

往无前。

知道不等于知识
徐海在书中

“旅行”的女儿
马庆民

我想对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