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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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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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女儿：

由于咱父女俩性格都比较
急躁，面谈容易情绪失控，所
以这次，我以写信的方式与你
交流。

这次，你作业还没完成就去
玩电脑游戏，正当你玩得起劲
的时候，爸爸切断了电源，没好
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盲
目乐观！”你哭了，说：“盲目乐
观也是乐观，有什么不好呢？你
就是见不得人家快乐，难道人
家每日忧心忡忡，患上抑郁症，
才合你的心意吗？你总说我生
活在蜜罐里，如何如何幸福，可
我怎么一点也感觉不到呀？”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的
做法确实有点简单粗暴，在此
向你道歉。

周国平先生在《可持续的
快乐》中提出，“快乐是天经地
义……但是，快乐不应该是单
一的，短暂的，完全依赖外部条
件的，而应该是丰富的，持久

的，能够靠自己创造的，否则结
果仍是不快乐……”做父母的，
哪个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
幸福、快乐的童年，每天玩好玩
的，吃好吃的，不用上学、写作
业，可问题是，这样的幸福、快
乐是可持续的吗？

单一的，短暂的，完全依
赖外部条件的快乐很容易得
到，最初的快感也比较强烈，
但不能持续，不具备生长力，
反而可能透支以后的快乐。最
典型的就是玩网游，一开始确
实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快乐，但
如果不加节制，沉迷其中，势
必影响学习和工作，最终陷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困 境 。退 一 步
讲，即使你有一辈子都花不完
的钱，作为追求意义和价值的
高级动物，你能一辈子沉溺于
网 游 而 不 会 感 到 厌 倦 、空
虚吗？

丰富的，持久的，能够靠自
己创造的快乐不容易得到，最
起初的快感也不那么强烈，甚

至会与痛苦交织在一起，但却
是可持续、有生长力的，最典型
的是科学研究。居里夫人说过，
科学的探讨与研究，其本身就
含有至美，其本身给人的愉快
就是报酬。她本人之所以能终
生醉心于科学研究，两次获得
诺奖，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
亦乐乎？”对于学生而言，读书
的快乐，就是一种可持续、能
生长的快乐。你或许会说：“读
书很苦很累，哪有什么快乐可
言 ？”的 确 ，在 应 试 教 育 背 景
下 ，纯 粹 以 升 学 为 目 标 的 学
习，确实难有快乐可言。但话
又说回来了，应试教育与素质
教育，升学与探索宇宙奥妙并
非水火不容，只要我们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总能找到二
者之间的平衡点。而且，读书
即使有痛苦，也决不会是一种

“可持续、有生长力”的痛苦，
总有苦尽甘来之时。入门的时
候，由于理解能力的限制，读

起来可能要苦一些，但一旦登
堂入室，就能够逐渐地体验到
其中的快乐。当然，必须指出，
任何可持续、深层次、有生长
力 的 快 乐 ，都 不 那 么 容 易 得
到，往往与痛苦、孤寂交融在
一起，乐中有苦，苦中有乐，读
书自然也不能例外。

总之，尽管追求快乐是最基
本的人权，但我们在追求某种
快乐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一
想：这种快乐是不是可持续、有
生长力的？它的成本和代价是
什么，会不会透支乃至断送自
己今后的快乐。

爱你的爸爸

追求可持续、能升值的快乐
王海银

免洗洗手液，
幼儿不要长期用

免洗洗手液主要成分为酒精
和苯扎氯胺，如果只是不小心舔
到，问题不大，长期或大量误服，有
中毒风险。因此，不建议长期使用
和5岁以下儿童使用。用流动清水
加洗手液（肥皂）洗手，才是孩子日
常生活中最有效的清洁方法。

具体方法：
湿：在水龙头下把手淋湿，擦

上肥皂或洗手液；搓：手心、手背、
手指缝相对搓揉15秒；冲：在流动
水下彻底冲净双手；捧：用清水将
水龙头冲洗干净，再关闭水龙头；
擦：用干净毛巾或纸巾擦干手。

洗手时机也有讲究，脏了就得
洗。比如，双手有明显污渍时；上卫
生间前后；与动物嬉戏后；户外活
动后回家时；用手捂口鼻咳嗽、打
喷嚏、擤鼻涕后；每次吃饭前后，或
接触食物前后；上床睡觉前等。

需要提醒，洗手后不要忽略擦
手这个重要步骤。细菌最喜欢在湿
润的地方繁殖，如果不彻底擦干双
手，残留病菌很容易在潮湿的表皮
上迅速繁殖。因此，洗完手后要用
干净毛巾或纸巾擦干孩子的双手，
包括指缝处。

（《生命时报》曹亚坡）

随着秋季来临，花
粉过敏的患者也越来
越多，而花粉过敏患者
也有可能对部分蔬菜
和水果也有过敏反应。
每年都会有花粉过敏
的孩子因食用相应蔬
菜、水果没有出门接触
花粉而产生过敏反应，
这时家长就需要多加
注意孩子的饮食。

花粉过敏者为何
会对水果和蔬菜过敏？
因为水果中有少许可
引起过敏的蛋白质成
分，而其中所含蛋白质
结构与花粉所含蛋白
质结构相似，易产生交
叉反应，故在临床中会
看到，对花粉（树、草）
过敏的患者，吃某些水
果、蔬菜、坚果或豆类
时，会出现口腔（口唇、
舌咽部皮肤黏膜瘙痒、
水肿）或者全身的过敏
反应（荨麻疹、哮喘甚
至过敏性休克）。

这种交叉过敏有
一定几率会发生，比
如，蒿草类花粉过敏
者，可能对桃子、芒果、
芹菜、芥末过敏；豚草类花粉过敏
者，可能对哈密瓜、西瓜过敏；桦树
花粉过敏者，可能对苹果、樱桃、
梨、芹菜、胡萝卜过敏；柏树花粉过
敏者，可能对西红柿过敏。

怎样避免水果过敏？1、去皮：
有些水果内的致敏蛋白存在于果
皮内，如果去皮食用（如桃、杏等）
可以减轻过敏症状。2、煮熟：水果、
蔬菜内的致敏蛋白一般热稳定性
低，也就是说加热后蛋白质变性，
致敏性会显著降低，引起过敏症状
的可能性也降低。3、回避：如果进
食某种蔬菜水果后发生过严重过
敏反应，建议避食。

如何鉴定对哪一种水果过敏？
1、抽血测定血清特异性IgE：不能
完全做到一一对应，但对临床判断
有一定帮助。2、家长细心观察：注
意发生过敏症状之前的进食以及
环境变化，加以记录并完整地提供
给医生，协助医生判断。3、皮肤点
刺试验。4、食物激发试验。

发生水果过敏该怎么办？1、轻
症：可使用抗组胺药，比如开瑞坦
等。2、严重过敏反应：食用某些水
果后数分钟或1小时内出现口腔
黏膜痒、咽痒、皮肤红斑、风团伴瘙
痒，且症状持续不缓解，应尽快去
离家比较近的医院紧急就医。

（《中国妇女报》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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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期，儿子进入初三，中
考就在眼前了。可儿子玩手机的
瘾却越来越大，妻子告诉我，有好
几次，她发现儿子在半夜里还偷偷
躲在被窝里玩手机。

难怪儿子成绩一落千丈。已经
上初三了，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就
来不及了。怎么办？好些天，我都在
琢磨着这事，可到底应该怎么教育
儿子？

我想了很多教育儿子的话：你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后悔的；
你不要玩手机，一旦成瘾，就会玩
物丧志……我还罗列了一大堆规
劝儿子不要玩手机的理由，可这些
理由，儿子能否听进去，我自己都
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告诫儿子的
话，平时我都说过多少遍了，一点
用也没有。

要不，我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告
诉儿子吧，我想。启发也许会比告
诫更管用。可类似的启发引导，我
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可儿子对我讲
的话似乎很不屑，有时即使他嘴上
跟我保证以后会好好读书，可没过
几天，他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没有
任何改变。

一想到自己在教育儿子这个
问题上的挫败，我颇有些心灰意
冷。我决定先歇一会儿。我躺倒在
沙发上，习惯性地脱下臭袜子，随
手扔在了家里的茶几上，然后拿起
了手机，打开了手机里没有玩完的
游戏……突然，我想起了妻子的再
三告诫，“在家里不要随手乱扔臭
袜子”，还有“你要给儿子做好榜
样，平时有空多看书，多学习，不要
沉迷于手机游戏”等等。我不也曾
答应过妻子要改变，可自己怎么总
是改变不了呢？我立刻坐了起来，
放下手机，收起了臭袜子。或者，想
要教育儿子，想要儿子改掉沉迷游
戏的坏习惯，我也应该先改掉自己
的这些坏毛病。如果我自己都做不
到，又怎么要求孩子呢？

教育孩子，要先改变自己。所
以，我决定先从自己做起。之前想
好的那一大堆教育孩子的话，还是
暂时收起来吧。希望我的改变，妻
子能看到，孩子也能看到。教育应
该是言传身教。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女儿
一生下来就是家中老人捧在手
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
宝贝。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
儿身上有很多小毛病，虽无伤
大雅，却必须时刻留意。

一次，冰箱里只剩下五个
豆沙包，我在微波炉里加热后，
女儿想吃，我也想吃。女儿理直
气壮地说：“妈妈，我是小孩，你
是大人。”言外之意是大人应该
让着小孩，我计上心来：“妞妞，
妈妈不是给你讲过孔融让梨的
故事吗？”女儿低下头：“孔融把
大梨让给哥哥，我要把豆沙包
让给妈妈。”她磨磨蹭蹭地把盘
子推到我面前，一会儿又拉回
她面前。

我的心里早已经乐翻了
天：“妞妞，我们来比赛大扫除，
谁收拾房间快，谁就多吃一个
豆沙包。”我下了“挑战书”。女
儿眼前一亮，欢呼：“好的，妈
妈，我们赶紧开始吧！”我收拾
完了主卧室和书房，女儿的卧
室还没收拾好，我走过去和她
一起收拾。那天的豆沙包，我吃
了三个，女儿愿赌服输，吃了
两个。

这也让女儿知道，妈妈是
不会让着她的。对门大她两岁
的邻居姐姐不和她抢玩具，抢

零食，妈妈却每天都和她抢玩
具、抢零食，而且十次有九次是
妈妈胜出。这在无形中锻炼了
女儿的竞争意识，她从不怕失
败，也乐于和别人分享自己的
好东西。

家庭聚会，爷爷喜欢吃辣
椒、蒜、葱这些重口味的食物，
全家人都不与老爷子“共舞”，
唯有女儿效仿爷爷拿过一个尖
尖的红辣椒跃跃欲试。

奶奶吓得一把抢过去：“这
个不能吃，小孩子吃这个，还不
辣坏了胃。”女儿不听那一套，
照样从盘子里取过红辣椒，爷
爷、姑姑也帮腔：“那个，小孩子
不能吃。”女儿探询的目光投向
我，我鼓励她：“没关系，你可以
尝尝。”孩子小姑拽了我一下，
嗔怪道：“嫂子，有你这么当妈
的吗？”

大人们争执间，女儿拿红
辣椒蘸酱送进了嘴里，咬了一
大口。“妈妈……”女儿辣得大
哭，剩下的辣椒举在手里，吃也
不是，扔也不是。一家人乱了
套，这个忙着倒水，那个忙着夹
菜，我告诉她：“妞妞，你记住
了，这就是辣椒的味道。”女儿
捂着嘴，淌着眼泪，频频点头。

小孩子好奇心重，对万事
万物都有着无穷无尽的探索能

力，堵不如疏，给她机会，让她
自己去尝试，远胜过长辈苦口
婆心的说教。

周日的午后，我倚在床头
看书，在地板上赤脚玩了半天
积木的女儿跑来要上床。我阻
拦道：“这么脏的脚丫怎么上
床？去卫生间洗脚。”女儿眨巴
着眼睛，在床下和我打起了游
击战。她左闪右躲，想方设法往
床上爬，就是不肯去洗脚，我生
气了：“妞妞，床单脏了谁去清
洗？”“洗衣机！”女儿大声地
回答。

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孩，看
我怎么对付她，我苦着一张脸
说：“妞妞，妈妈有道数学题不
会，怎么办？”女儿立刻来了兴
致：“妈妈同学，妞妞来当老
师，我教给你。”“妞妞老师，15
减6等于几？”“9。”“4加11等

于几？”“15。”20 之内的加减
法难不倒她，我就出道更难的
算术题：“25减13等于几？”女
儿低头想了想，没有回答，她
伸出十个手指，又把我的书放
一边，把我的双手摊开……小
家伙开始绞尽脑汁，嘴里念念
有词，看得我心里直发笑。“妈
妈，等于 12。”女儿猛然抬起
头，高兴地喊。我一把揽过女
儿，在她脸上狠狠亲了两口：

“妞妞真棒，妞妞是天底下最
棒的老师。”一下午的时光在
我和女儿的算术游戏中一晃
而过，她早忘了闹着上床这
码事。

在女儿的成长中，我扮演
的始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好妈妈，甚至是一个“出格”妈
妈，但我想，女儿可能也想要这
样的“出格”妈妈。

不妨做一个“出格”妈妈
徐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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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五岁，上中班了，正
是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时
候。最近她的口头禅变成了十
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要早起？
为什么飞机可以飞上天？为什
么天空中白天是太阳，晚上是
月亮？……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她说
要一杯水，我就倒了些温水在

她的杯子里。她先拿着吸管在
杯子里搅和了一番，稍稍喝了
一口水就把杯子放在一旁。没
过多久，她突然对我说：“妈妈，
你快来看！杯子里的吸管折断
了，为什么呀？”我愣了一下，真
没想到孩子小小年纪，竟然发
现了水中折射的现象。我正吃
着饭，就没多搭理她，就敷衍了
她一句：“吸管肚子饿了，饿得
腰都弯了。”女儿噘着小嘴，显
然是对我的答案不满意！

后来每次孩子问我问题，
我都敷衍了事随口回应她，慢
慢地孩子变得不那么爱问问题
了。时间长了，学校老师发现了
这个问题，和我反馈，说我家孩
子不爱问问题，没什么好奇心，
并建议我买些绘本来引导孩
子，让她自己去书中寻找答案。

慢慢地她又开始问为什么了，
想来是书本给了她很多问题的
答案，我不告诉她，她便自己去
寻找。

之后有一次，我们一家三
口出去旅游，看到了很多动物。
她很好奇，就问我们这个叫什
么，那个是什么，我们都一一解
答给她听。后来遇到一只鸵鸟，
它身体庞大，走起路来会带一
阵风。我跟宝贝解释说：“你看，
这是鸵鸟，世界上最大的鸟。”
孩子歪着脑袋问：“那它会飞
吗？”我说：“不会，因为它太胖
了。”这时孩子更好奇了，接着
问：“那能不能让它减肥，减肥
完不就又可以飞了。”

我被她逗乐了，但又觉得
这个问题要是解释起来，就得
讲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她能

听懂吗？本想敷衍一下就算了，
但我忽然想起老师的反馈和建
议，立马改变了主意。于是我慢
悠悠地，充满耐心地跟她讲了
起来：“从前啊，在非洲荒漠里
住着……”没想到孩子听得可
认真了，一路上都在追着我问
这问那。沿途我们看到一家书
店，我就顺路带孩子去了绘本
馆，买了几本动物世界，孩子可
高兴了。回到家女儿一口气读
完了它，还跟我们讲了许多奇
怪动物的故事。

孩子就是一颗种子，你种
下爱和耐心，她就会开出美丽
的花朵。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时
刻观察、发现孩子的需求和变
化。当孩子充满好奇心地想了
解这个世界时，请为他（她）打
通一条通往知识海洋的路。

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