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
□ 万文清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

织实施的调查统计：2019年全

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

量为 4.65本。与此同时，排在

世界第一位的是以色列人均为

60 本，日本排在第二位为 40
本，这样的差距令人心惊。

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来说至关重要。朱永新教授

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

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在指

导孩子读书方面，犹太民族是

典范，为了让孩子爱上阅读，

他们的父母将蜂蜜涂在书页

上，这样，孩子在翻阅时，就会

感觉书是香甜的，从而在他们

稚嫩的心田里深深地烙上了

读书的印记。

现实情况是，许多家长也

知道“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也知道“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更知道“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

自有黄金屋。”这些道理他们

都懂，他们也想让孩子从小

就喜欢阅读，可就是不愿意

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阅读，

一起成长。如何改变这种现

状呢？其实并不难，答案就

是 两 个 字—— 身 教 。《后汉

书·第五伦传》有云：“其身不

正，虽令不从；以身教者从，以

言教者讼。”意思是说：自身不

正，即使是三令五申，别人也

不会听从。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教育别人，大家就会心悦诚

服，如果只用语言来空泛说

教，大家就会发生争吵而无所

适从。试想，一个整天手里拿

着手机的家长，却要求孩子多

阅读书籍，又有多少孩子是真

心实意的乐意呢？只有自己

做出表率，树立榜样，用行动

去影响去感染孩子，才会收到

好的效果。

也许，有家长要说了，工

作这样忙，生活这样累，哪有

时间看书？其实一个简单的

事实就是，你有时间玩游戏刷

抖音就有时间看书。宋代欧

阳修在《归田录》中说：“余平

生所作文章，多要三上：马上、

枕上、厕上。盖惟此，方可心

属思尔。”积少成多，集腋成

裘。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

该争分夺秒。有句话说得好，

想做的事总能找到时间，不想

做的事总能找到理由。一个

不想读书的人，就会找到上千

种理由，就会陷入“春天不是

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

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

年。”的无限循环之中。

物质生命在于运动，精神

生命在于读书。为了孩子的

未来，为了孩子丰盈富足的精

神世界，让我们放下手机，拿

起书籍，和孩子一起阅读，一

起成长。让我们时刻牢记清

代嘉庆年间礼部尚书姚文田

的一句话——“世间数百年旧

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

还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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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可以慢慢来
□ 张军霞

家教分享

我的一位朋友，生下女儿

之后，在家歇了一年，打算重

新回到职场时，宝宝就交给母

亲来照料。没想到，孩子认

生，一看到外婆就哭，不让老

人靠近半步。最开始，朋友很

心急，她反复跟宝宝说：“这是

外婆啊，她专门坐了老远的火

车跑来照料你，你怎么不让抱

呢？”

母亲却说：“孩子太小，在

她眼里，我就是一个陌生人。

别急，给她时间，慢慢来。”于

是，最开始朋友抱着宝宝吃

饭，母亲坐在稍微远一点儿的

地方，笑着叫她的小名。没过

几天，宝宝就对外婆的声音熟

悉起来。接着，朋友抱着孩子

玩耍时，母亲会在旁边递玩

具，把滚远的球捡回来。

宝宝开始很有兴趣地盯

着外婆看，偶然也让她抱一会

儿，前提是妈妈不能离开她的

视线。又过了半个月，宝宝已

经可以开心的由外婆陪着在

卧室玩积木，妈妈则退到客厅

里，只是不时送一点水果进

来，确保她每次张望时，依然

能 看 到 妈 妈 ，这 样 就 不 会

哭闹。

就这样，经过足足两个

月，宝宝终于和外婆变得很亲

密，朋友也可以正常去上班

了，她感慨地说：“和陌生的外

婆接触，相当于宝宝的第一次

社交经历，一切都要交给时

间，必须要有耐心啊。”

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他

刚上一年级时，总是不会做数

学题，每天都对着作业本发

呆。最开始，他的妈妈也很心

急，越急越教不会，弄得大人

孩子都不开心。一天晚上，乐

乐又为一道数学题发愁，到晚

上睡觉时也没弄明白。等到

大家都躺下睡了，妈妈却听到

乐乐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

她打开灯，看到笑得很开心，

说是想明白怎么做那道题了。

慢慢地，当妈妈的就摸索

出了一套规律：乐乐学习的确

比别人慢半拍，但他对于不会

的问题，从来不会轻易放弃，

有时玩着玩着，忽然就想明白

了。从此，乐乐遇到难题时，

妈妈再也不急了，总是让他先

去放松一会儿，什么时候想明

白了再重新来。或许得益于

这样宽松的氛围，后来乐乐的

成绩越来越好，再也不是老师

眼中的“差等生”。

每个父母都希望培养出

优秀的孩子，在陪伴他们成长

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难题，不管你心里多么

急，都要把自己的期望值和心

态调整好，因为每个孩子的心

智成熟早晚各有差异，给孩子

最好的成长氛围，莫过于随时

准备好停一停脚步，等一等，

牵着他的手一起走。

夏天的味道 周文静/摄

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来

到办公室，把今天一天的工

作 做 个 梳 理 并 记 录 在 册 。

过了半小时左右，学生陆续

上学了。我先来到校门口，

例行查看一下周边环境以

及学生的到校情况，值周教

师已全部到岗。一名六年

级女同学和我打招呼：“校

长，楼梯干净不？昨天我们

五个人打扫了好半天呢！”

我肯定地说：“不错，是很干

净！你们辛苦了！”“不辛

苦，我们要争取我们班天天

都是满分。”她满心欢喜地

跑进了校门。

返回校园，我来到了教

学区，沿路经过各个班级的

卫生包干区，满眼都是我们

的学生在尽心尽责地打扫

着，低年级的小朋友责任心

一点也不比高年级学生差，

包干区里那只有指甲盖儿大

小的塑料片也被找了出来，

真是用心！我们的班主任也

都在现场指导。有的班主任

直接加入打扫的队伍，和学

生们一起扫地。我当然也没

有闲着，看到哪个学生做得

好，给他鼓个劲。有的学生

拖地动作有些生硬，于是我

走上前去，拿过学生手里的

拖把，拖了起来。现场实际

的示范比空洞的说教效果明

显好，当我把拖把递给学生

后 ，他 这 次 拖 得 有 模 有 样

了。校园的早晨是那么忙

碌，又是那么美好！

回想这学期刚开学以来

的那一个月，学生从居家学

习中回到学校，有诸多的不

适应：有的学生个子长高了

不少，个性也变了不少，似

乎更有主见，不大听得进建

议 ；有 的 学 生 迷 恋 网 络 游

戏，行为散漫了许多，课间追

跑，乱扔垃圾；有的学生课堂

不专注，不肯做作业；有的学

生不好好吃饭，边吃饭边讲

话……针对这种种问题，分

析当今大背景下学生的共

性，我没有掉以轻心。“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当务之急，

是必须立即引导，树立良好

的班风、校风。我们直面问

题，于是“告别陋习，共创文

明校园”主题教育活动应势

而生。我们从学生的常规抓

起，从细节抓起，对课间纪

律、路队情况、候车乘车秩

序、就餐秩序等，都做了明确

细致的要求，学校行政加强

了校园巡视，红领巾监督岗

实行打分制，量化各班学生

的卫生、纪律情况和班主任

执行情况。因此，校园的早

晨出现了这样一幕幕感人的

场景。

活动开展了一个多星

期，全体师生齐心协力，共创

文明，并且已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真是让人欣慰。在这

个活动中，我们学生的责任

感、集体荣誉感得到更大的

提升，学生的劳动意识得到

了加强，劳动技能得到了很

大的增长。习惯成自然，这

样我校全体学生的文明素养

不也能一点一点地提升吗？

凡事开头难，但只要我

们携手并肩，坚持不懈，我相

信，我们的学生会越来越可

爱，我们的老师会越来越美

丽 ，我 们 的 校 园 会 越 来 越

文明！

教育随笔

校园的早晨
□ 秦志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