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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家教
爸爸的育儿经（六）

葛竞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冰的女儿。
受父亲影响，她 9 岁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13岁在台湾出书并获大奖。 她说：“从小的耳
濡目染、 阅读的潜移默化， 我一路追随着父
亲，成了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 ”葛竞分
享了她和父亲的故事， 下面是她的自述。

———编者
小时候有个印象：爸爸的房间装满了书，

书柜里装的都是小孩儿看的书，有古典名著，
也有现代童话，这对我来讲实在太过瘾了！ 爸
爸也特别喜欢看书，于是，爸爸坐大椅子，我
坐小板凳，一人一本能看上一整天。 每当爸爸
写完一篇小故事， 就会摇头晃脑津津有味地
讲给我听，我也特别愿意当第一个读者，也是
第一个“文学评论家”，大胆地给爸爸提意见。

我和爸爸经常一起出去玩，放风筝、抓小
鱼儿、逛动物园、逛市场……一路走一路聊。
那时我们把最喜欢的聊天游戏起名为“大侦
探”和“吹牛皮”。

“大侦探”游戏就是我和爸爸互相问为什

么，一起讨论答案。 看到周围有意思的怪事，
爸爸和我就像侦探一样聊起来。 有一次我们
一起逛市场，看到拐角站着一个男孩，他正在
卖一只猫。 后来一位老奶奶花了 15元钱把猫
买走。 过了一个星期， 我们俩又去逛那个市
场，发现上周的那个男孩还站在原来的位置，
卖同样一只猫。 我记得非常清楚，绝对是同样
一只猫， 因为那只猫的鼻梁上有一块很特别
的小花斑。 一只猫被卖了两次， 这是怎么回
事？ 我和爸爸开始当侦探，做推理了。 有两种
可能： 一是老太太后悔不想养， 把猫退回来
了；另一种可能是猫和男孩很熟了，认识回家
的路，它趁老奶奶不注意，自己跑回来了。 可
是， 小男孩又是为什么要回到同样的地点来
卖猫呢？ 他不怕被老奶奶撞见吗？

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 正参加一个征文
活动，于是，我就将买猫这件事写下来。 这件
事不用编而且引起了我和爸爸的很多讨论和
联想，所以写起来不费力。 可这个故事没有结
尾，我就将自己经过推理的结尾写上去：老太

太买了猫带回家以后， 猫认识路自己跑回找
小男孩了。 男孩第二次出现在市场， 不是卖
猫，而是等老太太回来找猫。 没想到的是，过
了两个月，这篇题目叫《买猫》的小文章获得
了那次征文比赛的一等奖。

“吹牛皮”的游戏其实就是故事接龙，爸
爸先说一句，我接一句，爸爸再继续接下去。
我们会故意说得夸张一点，给对方出难题。 比
如爸爸说：“房间里多了一只粉红色的小箱
子。 ”我就说：“箱子打开了，里面跳出一头蓝
色的小象。 ”爸爸又说：“小象的耳朵特别大，
它扇一扇就飞起来了。 ”我接着说：“小象在天
空中遇到了一只小鸟，小鸟很惊讶。 ”……就
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吹”出一篇小童话。

从看书到写日记，最后写一些长篇、短篇
的文章，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开始的。 爸爸总是
鼓励我写得好， 所以我才会满怀热情地一篇
篇写下去。 书是我和爸爸交流思想的秘密通
道，是爸爸陪伴我长大的方式，也是让我走上
写作之路的推动力。

爸爸成就我的文学梦
□ 葛竞

近年来社会上轻生的事屡屡发
生，特别令人难过的是轻生者趋于低龄
化。究其原因，是教育出现了缺失。作为
教师，该怎样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注重这个问题，为孩子点亮一盏灯呢？

我想起了教过的那一课———《但
愿人长久》。 这一课是以故事的形式
介绍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名篇《水调
歌头———明月几时有》 的创作经过。
教育契机在哪里？ 我的目光落到了
“转念”上。苏轼从原先的埋怨到后边
的宽慰是出于“转念”，而他能在宦海
的浊流恶浪中一次次挺直身躯，写出
那么多气势豪迈的诗词，不也是遇到

事情会“转念”吗？
课堂上很顺畅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我抛出

了问题：苏轼为什么能从“埋怨”转为“宽慰”？
你能找出课文中的一个关键词吗？孩子们很快
找到了。

“你能不能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或者造个
句？ ”这一回，孩子们七嘴八舌嚷嚷开了。 胡强
说：“体育课上，刘宝玩沙子迷了我的眼睛。 我
本来想骂他的，后来一想，他也不是故意的，我
就让他道歉算了。 ”炎炎说：“我有点不舒服，下
午的大合唱我不想去了，转念一想，我要不去，
原先排的队形就没办法保持了。为了集体的荣
誉，我还是坚持去吧。 ”……

大家提出了很多需要换个角度思考的事
情，多是他们生活中的事，还没有上升到严肃
的生命问题———这是我今天想借“转念”所传
达的核心问题。

我让孩子们背诵了曾经学过的《惠州一
绝》， 这时我请孩子们想象一下： 苏轼年纪很
大，被贬了官，远离家乡到一个很荒僻落后的
地方，按常理应该是什么心情？ 孩子们都认为
是痛苦、难过。

“如果一直这么难过，总想着自己被贬了
官，回不了家乡，结果会怎样？ ”

阿柏高高举起了手：“他会像屈原一样，投
江自尽！ ”

“是啊。 看看苏轼，同样面临逆境，却写成
了这首你们喜爱的诗，还写出了好多你们现在
还没学到的诗词文章，你们能找找原因吗？ ”

叽叽喳喳后，大家一致认为：是因为苏轼能在
逆境中转念一想，换个角度看问题，看到好的一面。

我的心落了下来。孩子们小小年纪，能悟到
这一层，已是难能可贵了。 我不知若干年后，孩
子们是不是还记得这堂课上的“转念一想”，但

是，哪怕有一个孩子在遇到过不去的坎
时，能转念一想，走向豁然开朗的另一
片天地，今天的课就上得值。

本人少儿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枚，虽然
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我也不能昧着良心
鼓励大家给小朋友整天“喂电视”。 电视看
多了还是不好的。

我家有儿名叫冯冯，今年 4岁。我常做的
事情是和电视抢孩子。 他喜欢看一些打枪的
节目，看得入迷时，我不会气势汹汹地冲上去
把电视给关掉，那样必然激起他的反感，反而
会视电视为生命。 我一般都是悄悄地拿出他
最爱的乐高玩具，自己在一旁投入地玩。冯冯
看我玩得欢， 必禁不住诱惑跑过来要求一起
玩。抽空，我俩就往外窜。有时就是追着跑跑，
也蛮好的。孩子一旦动起来，就更爱动。 只要
创造机会多户外转转， 新鲜的空气会唤起生

命的活力，一旦习惯了，你让他闷在家，他都
不乐意。

此外，书是跟电视抢孩子的利器。睡前绘
本故事，是我家的常规科目。 一开始，是我和
孩子他娘轮番上阵， 后来慢慢发展成绘本互
动表演：我当鳄鱼，她当牙医；我当黑兔，她当
白兔……我俩装疯卖傻目的只有一个： 让冯
冯知道书很好玩，能爱上读书。 久了，冯冯不
满足于观看，也要在里面演个角儿。睡前故事
变成了晚间剧场，真人秀比看电视好玩多了！

其实，说来说去，让孩子不迷电视的最
大动力是：与真实的人互动。 电视再迷人，
也只是拍好了放映而已。 而与真实的人互
动，你一个眼神，我立马有一个眼神回应；

我一个咯咯笑，那边也会有个坏笑等着。为啥
人嗑瓜子会上瘾？因为有反馈效应！当人与人
互动时， 你会感觉到你跟面前的这个人之间
是有联系的，你们对对方来说都是唯一的，是
有意义的。 孩子比大人懂这种意义。

当然，不是说看电视就一切都不好。 比
如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动画，像绘本一样
美，节奏缓慢，探讨的主题也很深。
要是给孩子看动画，先拿些好剧来
启蒙吧。

江苏徐州一读者来信咨询：我
和老公的消费观不一样，我平时喜
欢给孩子买书、 买衣服、 买玩具
……而老公总觉得不能事事都满
足孩子，要节俭。 时间一长，孩子就
觉得我是爱他的，而爸爸是不爱他
的，因为爸爸总是拒绝给他“买东
西”。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专家（著有家庭教育实
录《天天日记》两册）钟祖岚：在孩
子没有真正建立起良好的消费观、
价值观之前，父母的教育可使身边
的孩子耳濡目染，大手大脚或克勤
克俭，都会影响到他们将来的消费
观念。

首先，在教育问题上，父母要
形成合力，不能拆台，而要补台。 你
和老公的观念不一致，已让孩子产
生了爸爸不爱他的想法，这需要引
起你们的关注。试想，妈妈一旦不能满足孩
子的欲求，孩子是否认为妈妈也不爱他了？
而爸爸总是“拒绝”孩子，是否也会错失教
育良机呢？

其次，孩子小，正是父母培养孩子财
商之时。 孩子的愿望满足与否，取决于父
母的能力和意愿。 如果没有能力或不愿意
满足孩子，不妨直言相告：“妈妈暂时没有
能力满足你！ ”“爸爸舍不得花这个钱！ ”父
母不需要完美，也不需要把日常消费提升
到道德的高度， 父母要做的就是诚实相
告，让孩子有同理心，学会站在父母的角
度理解父母。

第三， 无数次的重复教育才会形成正
确的消费观。 家长在满足孩子物质消费的
同时，不妨和孩子达成“消费协定”，如书
本、旅游的花费由父母出，而买零食、玩具
等则可以让孩子支付， 没有钱可以通过家
务劳动来换取， 家庭成员包括祖父母都不
能随意更改规定。孩子一有要求就满足，容
易养成欲望无节制的不良习惯， 教育也就
多了无谓的烦恼。让家庭消费有“法”可依，
不仅能让孩子懂得珍惜劳动成果， 引导合
理消费， 还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理
财，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陆嘉琪 /整理

“谁的孩子随谁”，这话一点不假，
我天生就是个路痴，儿子文文和我简直
一模一样，上大班了，还是一点都不记
路。 以前觉得这没什么，大点就好了，可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我惊醒。

文文爸去外地集训了，我又要加班，便把
文文送去了奶奶家。 上班中，手机突然响起，
电话里传来婆婆惊慌的声音：“快、快……文
文不见了。 ”原来小姑带着文文和同学一起
逛街，选衣服时，一转身孩子就不见了。

我赶快报警，然后开始寻找。 我拿着手
机里文文的照片，像疯子一样拦住来往的人，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可是没有孩子
的身影。

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感觉心在一片
一片碎裂。

这时，手机响起，是以前的同事，说文文
在她身边。 原来，文文和小姑走散后想自己

回家，却走了相反的方向。幸好遇到以前的同
事，他们又彼此认得。

有了这次教训， 我决定要让文文学会认
路。 可方法试了很多，仍然不奏效，他对马路
的概念只是汽车。

汽车，对了，我怎么忘了，文文自小对车
情有独钟，大部分的车和车标，他都认得，我
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做做文章？ 经过几天的
冥思苦想， 我和文文爸终于商讨出一个寓教
于乐的认路方法来。

我们找到一个超大的长方形纸箱，把家
到文文幼儿园周围的路和建筑都一一标在
上面，大到商场，小到街边绿树，应有尽有。
接下来给每个标志性建筑“贴车标”。 文文是
属马的，幼儿园便画上法拉利的标志。 小区

对面的天利大厦被扣上捷豹的标志，名
字也换成了捷豹大厦。 就连路边的红旗
小卖店也没有“放过”，小家伙说了，用
红旗最合适，连名字都不用改了。 而我

们所住的这栋楼， 文文决定用 4 个圈的奥
迪。 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我们和文文
开始熟悉“路况”。

文文操纵着代表他的小人偶， 走在大街
上，路过奇瑞环球通大楼、福特商贸广场、再
到奔驰街心公园最后就到文文的法拉利幼儿
园了。 如果嫌路远，也可以走捷径：穿过起亚
小胡同，再拐个弯，路过 5 棵大梧桐树，也能
到达……

如此反复几次， 文文在幼儿园和家之间
已经可以来去自如了。回家的路上，文文拍拍
我的手，一本正经地说，妈妈，原来
认路也不是那么难的， 等我把路都
认全就带你上街，保证不会走错哦。

如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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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跟电视抢孩子
□ 菠萝哥哥

趣味地图帮儿子认路
□ 耘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