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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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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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愿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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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让孩子爱上阅读

杨琼琼

我想对你说

放暑假前，儿子的班主任就在

微信群里发来了下学期的课外阅

读书单。闺密的儿子和我家儿子

同班，开学都将升入小学四年级。

她一接到阅读书单，就风风火火

地和几位家长一起通过拼单的方

式，把书单上的所有书都一股脑

地全买回了家。

前段时间，她突然打电话向我

诉苦，说孩子太不省心，要求看的

书一直不好好看，每次都要逼着

他才肯看一会儿。我问她：“是不

是因为你一下子给他太多书了，

他有了压力，所以才会产生排斥

心理。你不妨让他自己先选择一

本最喜欢的书开始读，把其它的

书都先收起来，看完后再让他选

一本，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儿。”

对于书单，我的处理方式和闺

密大不相同。我首先和儿子一起研

究书单，除了四本必读的书目要买

以外，选读书目则根据孩子自己的

喜好，以及它的收藏价值来决定要

不要购买。有些书如果能在图书馆

借到，我们就直接去借来阅读。有

些书，如果孩子实在不喜欢，我也

不强求他一定要读。另外，我还让

儿子自己选购了两本他最想看的

书，作为他暑假阅读的福利。

儿子很开心，当购买的书一

到，他就亲自把它们整齐地摆在

书架上。我和他约定：每次只能看

一本书，而且必须完整地看完一

本后，才能再去打开另一本。

从此，一有空，儿子就会自觉

地看起书来。有一次，他看一本书

入了迷，竟然到了晚上十一点还舍

不得放下。后来，还是在我的极力

劝说下，他才好不容易合上书睡觉

去了。谁知第二天一早，当我走进

他的房间，准备喊他起床时，他已

经坐在床上认真地看起书来。

为了帮助闺蜜家的孩子重新

爱上阅读，一天，我对儿子说：“我

准备在微信上建个群，把你几个

好朋友的家长都拉进去，让你们

几个孩子每天都在群里发阅读打

卡的图片，你觉着这个想法如

何？”儿子高兴地说：“太好了！这

样能够互相激励，培养我们爱阅

读的好习惯。我非常赞同！”

很快，我们的读书打卡群就建

好了。群里一共有六个孩子，他们

每天都坚持在群内阅读打卡，互

相学习，互相促进。不知不觉，儿

子在放假的前十天内，就看完了

三本书。

阅读可以增加孩子人生的厚

度与广度，每位家长都知道它的

重要性。但面对今天电子产品充

斥的时代，让孩子爱上读书却不

是那么容易的事。它需要尊重孩

子的选择，更需要潜移默化的引

导与阅读的氛围。

放暑假时，女儿一直嚷嚷着要

回乡下度假，我觉得乡下蚊子多，

生活也不太方便，便没有答应她

的请求，而是给女儿报了跳舞的

培训班，心想，女儿爱跳舞，给她

报了班，这个暑假她肯定也会过

得很开心。

于是，刚放暑假时，每天早上

九点，女儿都准时去跳舞，下午在

家做一些暑假作业，晚上看会儿书

就睡觉，我觉得她过得充实而快

乐，比去乡下的生活要丰富很多，

我还常常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骄傲。

有一天，我帮女儿整理课桌，

我无意中看到她的作文本上写着

一段话，上面写着：我有半年没有

回老家了，不知道那只黄猫还记

得我吗？我如果站在它面前，它会

不会同以往一样，一下子蹿到我

身边，使劲儿地蹭我的腿？看完

后，我哑然失笑，难怪这阵子吵着

要养只猫，原来是想寄托对老家

那只猫的思念啊。

那天早上醒来，女儿眼睛红红

的，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做

梦梦到老家了，梦到老家的池塘，

老家的猫，还梦到了一起玩过的

小伙伴。说完后还伤心地哭了起

来。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孩子还

真的思乡情重，并且这乡愁好像

看似比我的还浓烈。

于是，我便跟住在乡下的母亲

说了，母亲听完后立马呵呵地笑

起来：“她想回来看看就让她回来

吧。孩子可能是真的想老家了。老

家也挺好啊，正好趁暑假让她放

松放松。”听母亲这样说了，我便

立即决定和女儿一起回去住几

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以后，

她兴奋得“一蹦三尺高”，马上回

房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第二天一早，走在回老家的路

上，女儿一直叽叽喳喳地说个不

停，看得出来她很激动。她说她昨

晚一晚上都没睡好，老想着老家

还是不是她熟悉的样子，她还幻

想回家时的场景，那树、那猫、那

狗、那花……她要好好把它们都看

个遍，把它们的样子都画下来。

回到老家后，女儿屋都没进，

就开始四处转悠。她先在竹林里

转了一圈，然后去后花园找猫，和

猫玩了一会儿后，又逗了会儿狗，

再去菜园里逛了一圈。她和一群

鸡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又砍了两

根竹子做了一堆笔筒。后来，她拿

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小礼物去找了

隔壁家的小伙伴玩耍，一整天忙

得不亦乐乎。

看到女儿满足又幸福的模样，

我也不由得开心地笑了起来。原

来，不仅是成年人有乡愁，孩子也

同样会有乡愁。我们要尊重孩子

的乡愁，理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常

带孩子回老家走一走。尊重孩子

的乡愁，才会让孩子感受到被理

解，被重视，他们才会更幸福、更

快乐地成长。

“儿子，这是什么菜？”“西兰

花。”“那这又是什么？”“油麦

菜，我们经常吃火锅时都会点，

素炒也好吃。”“真不错！”我竖起

大拇指夸儿子，并接着说：“买菜

也是有学问的，夏季是蔬菜上市

的旺季，每天都会有新鲜蔬菜，

而且价钱也便宜，冬季天冷时蔬

菜就少了，价格也会贵一些。”这

是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我带儿子逛菜市场时的一个场

景。其实，我带儿子逛菜市场也

有好多年了。

记得那是儿子小学六年级时

开的一次家长会，我从班主任的

口中得知，眼下一些孩子和他们

的家长只关注学习成绩，导致这

些孩子对一些生活常识知之甚

少。她还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她

在课堂上叫学生们列举日常生活

中10种蔬菜名称及它们的市场价

格，结果全班能列举出来的学生

不到五分之一，至于市场价格，更

是没几个人知道。

开完家长会的第二天正巧是

礼拜六，于是，我决定带孩子去菜

市场看看，了解一些生活常识。因

此，一大早，我就将儿子叫了起

来，说带他逛菜市场去，儿子一开

始还不是很想去，说他有作业要

做，我说：“我带你去菜市场看看，

这道‘作业’也很重要。”

来到菜市场，由于赶上早市

和星期六，所以市场内人来人往，

络绎不绝，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

一眼望去就十分惹人喜爱。我带

着儿子来到排列有序的菜摊前，

指着一个菜摊前新鲜的菠菜问

他：“儿子，这是什么菜？”谁知儿

子眨了眨眼后竟回答不上来，我

便告诉他，这是菠菜，前几天我们

还吃了菠菜肉丸汤呢。然后，我就

从衣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和

笔让孩子记上。整个菜市场逛下

来后，我发现在 23 种瓜果蔬菜

中，儿子竟有三分之二都认不出

来，而且，大部分瓜果蔬菜我们家

里还经常吃，但儿子居然都没有

认出来。

想到此，我便没有立即带儿

子回家，而是带着他又在菜市场

逛了一圈，给他再次介绍了所有

的瓜果蔬菜后，叫他再认一遍。

这一次，儿子把大部分的瓜果蔬

菜都认出来了。之后，我又从他

没有认出的瓜果蔬菜中，挑了其

中的几种当即买了回去，并做成

了可口的菜肴。同时，我还将菜

市场所有瓜果蔬菜的时令价和

冬季价（大棚栽培）告诉了儿子。

并从那周开始，只要每周六有时

间，我就会带儿子逛一下菜市

场，到第四周时，儿子就基本上

认识并记住了菜市场上所有的

瓜果蔬菜及价格。

这事儿过后的一个周六晚上，

儿子拿出一份手抄稿放在我面

前：“老爸，这是我从网上找来的

一些瓜果蔬菜的名称、栽培方式、

生长周期及营养价值，以后你就

按这个菜单给家里采购吧。”我一

看，他密密麻麻地竟写下了 20 多

种本地菜市场常有的瓜果蔬菜，

想不到儿子竟然对此感兴趣了。

还有一次，我带孩子去乡下的

岳母家玩儿，正巧，岳母家附近就

有好几处小菜园，儿子立即拉我

跑了过去，这瞧瞧，那转转：“爸，

这是西红柿，又叫番茄，常吃补血

美容；那是芹菜，能降血压，妈说

你老喝酒，血压高可要多吃噢。”

我当即表扬了儿子细心，观察力

也强，还会活学活用，一下子学到

了课堂上学不到的很多东西。

如今，只要我进菜市场买菜，

儿子都要跟着我一起去。而我呢，

则根据孩子提供的那些瓜果蔬菜

营养价值表，合理进行搭配，不仅

经济实惠，还美味健康，而且以前

他不爱吃的瓜果蔬菜现在也喜欢

上了，他说，原来这些他不喜欢吃

的菜营养价值这么高，为什么还

要挑剔呢。

我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心里

不禁窃喜。看来带着儿子逛菜市

场，还真是逛对了！

孩子对背古诗

一直提不起兴趣。

无论读得多么

熟练，只要把书本拿

开，就立刻像是“抽

刀断水”，一个词都

憋不出来。仿佛印象

与记忆之间有一块

难以逾越的挡板，阻

挡着机械性的重复

在脑海里刻下入木

三分的答案。

而同事家的孩子就不一样了，背

唐诗三百首时就像表演似的张口就

来，就连作者表达的情感都能阐述一

二，这让我很是羡慕。一次，我忍不

住去向她请教经验，这才知道原来除

了死记硬背，还有小妙招。

我虽然一直都知道，兴趣是孩

子最好的老师，但每次见孩子背书

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尝试

说教了几次后，便把这句话置之脑

后了，但同事不一样。她说：“兴趣其

实也可以慢慢培养的。”这句话给了

我很大的启发。“其实我们家彪彪最

开始的时候也不喜欢背，但后来我

带着他，用唱的方式去背，他一下子

就来了兴趣，现在都不用我陪着，自

己就上网找音乐，一边唱一边背，可

来劲了！”“古诗怎么唱啊？”“在古

代，诗歌就是用来吟唱的，它有一种

音韵之美，所以当然可以唱啦”。同

事给我推荐了一个节目，叫《经典咏

流传》，说她就是从这个节目学到的

经验。

看了几期以后，我真是大开眼

界。原来，很多古诗都自有其意境，

每一个分句，甚至每一个词语里都包

含着一场风霜雨雪，每一个意象都有

着生命的质感，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已

经将清晨的阳光，午后的鸟鸣和夜色

的清凉都封存在了时光里，留给每一

个读诗的人用想象去邂逅那一份永

不褪色的美感。

但对孩子而言，只靠朗诵，往往

只能浮于文字的表面而无法深潜，因

为凭借他们的阅历很难把握那份委

婉含蓄的抒情，也体会不到那纸上红

尘的其中滋味。但音乐不一样，它借

由歌者的演绎，把古诗词“打开”了。

通过听觉与视觉的共同努力，借助跌

宕起伏的旋律的烘托，能在一定程度

上还原这首诗最原始的韵味，极大地

方便了孩子的理解与记忆。

我急忙下载了几首适合孩子听的

歌，比如《三字经》和《定风波》等，“儿

子，今天我不逼着你背诗了”，刚说完，

孩子的脸上就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

情，“但是，”我把语气提了起来，“你这

周要把这几首歌学会”。听着是我让他

学唱歌，他想都不想就同意了，还露出

一副跃跃欲试的惊喜神情。

我发现，儿子对音乐似乎有一种

特殊的亲近，喜欢听歌，也喜欢跟着

唱。以前背书时，坚持不了十分钟他

就会走神，但现在，他跟着歌声连唱

了半小时都还是精神奕奕的模样。

只三天，儿子便兴高采烈地跑

了过来，“爸爸，我已经把《三字经》

背下来了”。我让他背了一遍，竟然

很是顺畅，只有几处卡住了，然后他

就开始顺着哼，最后真的一字不落

地背了出来。我突然想，这或许就是

寓教于乐吧。很明显，儿子已经拥有

了最珍贵的兴趣，这也将是他最好

的老师。

在网上，其实有很多改编自古诗

词的流行歌曲，有的是原汁原味地呈

现，有的则是加入了现代化的改编。

我想，一字不动地翻唱有利于记忆，

而扩写、改编后的翻唱则有利于理解

和运用，但无论哪种，对于孩子都是

极其有用的。我相信，在这种跨越时

光、古今相融的经典文化的熏陶下，

他的成长道路，应当是日出江花，草

长莺飞，暖风熏人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你

今年已经十二岁了。

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仿佛

在说：“这个世界好可爱啊，亲爱的爸

爸妈妈，我来陪你们了”。

你出生后，我们赋予你一个美丽

而动听的名字——金诺，因为我们希

望你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一诺千

金”的人。

你 4 个多月大时，爸爸妈妈由于

工作原因，将你留在了乡下由爷爷奶

奶照料。爷爷奶奶视你为掌上明珠，

给了你无微不至的呵护。

妈妈非常牵挂你，一到周末，就会

骑着电动车风尘仆仆地骑几十公里赶

回乡下看你。看到你长得白白胖胖

的，她的心才会安放下来。

待你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每天

早晨，奶奶都会背着你步行到公路旁

等校车。奶奶跟我们说，每天你走上

校车时，都会朝奶奶回头一笑，她也

会朝你挥一挥手，嘱咐道：“在幼儿园

要听老师的话啊”。

你在乡下的幼儿园待了两年后，

妈妈决定将你接回我们的身边。到了

新的幼儿园里，乖巧懂事的你深受老

师和同学的喜爱，每学期都被评上了

“优秀幼儿”。

一转眼，你就 6 岁了，该上小学

一年级了，当我带着你去小学报道

时，你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与有

趣。此后，你的学习成绩也一直还不

错，老师们也很喜欢你，你还当上了

班干部。

根据你的兴趣爱好，我们曾让你

上过舞蹈、书法、作文和绘画等课外

培训班。小学三年级之后，你的学习

任务慢慢变重了，我们便只让你学习

了绘画，因为你说这么多的培训班里

你还是最喜欢绘画了。

还记得你小学三年级期末考试

时，你的数学没考好，我和你妈妈心

里都很着急，于是批评了你，你哭了，

而且哭得很伤心。事后，我们也曾深

深地自责。自那以后，我和你妈妈也

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变——晚上你做

作业时不再玩手机、只顾做自己的

事，而是耐心地陪在你身边，辅导你、

督促你。

孩子，我们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

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希望你将来

能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能让梦想照

进现实。

孩子，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愿作

为你坚强的后盾，让你在知识的海洋

中自由驰骋！

孩子，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的

到来，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与

希望！

孩子，我们会陪你慢慢长大，倾注

我们所有的爱与希望，静静地等待你

的精彩绽放！

尊重孩子的乡愁
刘亚华

带儿子逛菜市场
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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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热”是很多孩子

常见病的根源，尤其很

多疾病动不动反复，大

多是“内热”引起的。

《幼科要略》曰：“襁褓

小儿，体属纯阳，所患

热病最多”；《宣明方

论》记载：“大概小儿病

者纯阳，热多冷少也”。

意思是说，小儿一旦患

病，病邪易从热化，临

床小儿热性病最多。中

医理论认为，孩子尤其

是 婴 幼 儿 是“ 纯 阳 之

体”，生命力旺盛，犹如

旭日东升，草木方萌，

蒸蒸日上。我们通常所

说的“内热”从何而来，

孩子又会以什么形式

表现出来呢？

1. 小儿脾常不足，

各种原因均易影响脾

胃的正常功能，加之现

在的孩子大多喜欢吃

油腻、甜味等食物，非

常难消化，从而导致积

滞，蕴而生热。这种情

况 多 表 现 为 腹 胀 、厌

食、手足心热、心烦易

怒、夜睡易醒、自汗盗

汗、好翻动、蹬被、大便

臭秽等。

2. 小儿肺常不足，热病后余邪未

清，内热久蕴于肺。一旦外邪侵袭，新

感易发，留邪内发，容易出现反复呼

吸道感染、扁桃体炎、肺炎等呼吸道

疾病。

3.小儿心常有余，心气旺盛，肾阴

不足，心火易炎，容易出现口腔方面

的问题，比如动不动就口腔溃疡，反

复感染疱疹性口腔炎等；火热之邪易

扰心神，心火旺的孩子也会出现心烦

易怒、狂躁好动等症状。

4. 小儿肝常有余，开窍于目，导

致孩子眼屎多，或出现眼睛红肿等急

性结膜炎症状。同时，肝具有升发疏

泄全身气机的功能，肝阳亢盛的孩子

还有性情急躁、容易发怒的表现。

由此可见，小儿“内热”的隐患很

多，所以建议家长平时要给孩子做好

预防保健。

第一，饮食要“严格”。多喝温

水，促进火热之邪随尿液排出。孩子

饮食宜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不

宜过食生冷、肥甘油腻之品，应选择

易消化和富有营养的食物，多吃些

新鲜蔬果，纠正偏食、吃零食等不良

习惯。平时也可多给孩子揉揉肚：腹

部顺时针摩腹，可加快胃肠蠕动，利

于大便排出。

第二，少穿的同时捂好三处。俗

话说：“欲得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

要给孩子穿太多，少穿的同时应做到

“背暖”“肚暖”“足暖”，以固护阳气。

第三，日常多观察“六处”。日常

生活中注意观察孩子大便的情况（大

便干或臭秽黏腻）、小便的颜色（尿

黄）、舌质舌苔变化（舌质红，苔黄）、

口唇颜色（口唇色红）、口气变化（尤

其是晨起口气明显）、饮食情况（如胃

口特别好）等，及时发现孩子是否存

在内热，出现情况及时就医，在医生

辨证下进行调理。

第四，适量服“凉茶”。因各地气

候条件不同，药物组成存在地域性差

异，如南方盛行的小儿七星茶，有些

地区喜用鲜芦根或菊花、薄荷等代茶

饮。需要提醒的是，凉茶最好咨询医

生后服用，切勿寻找偏方或自行给孩

子用药，以免寒凉药物伤脾胃。

（人民网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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