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儿刚上小学不久，老公就和

我商量着想买一套学区房，理由很

简单，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虽然各方

面都不错，可是划分的学校很普

通。小学阶段也就算了，老公担心

初中学校质量也一般的话，会影响

到女儿的中考。

老公的建议听起来挺有道理，

但我还是很纠结。毕竟，买房不是

小事，动辄几百万元的房款对我们

工薪阶层来说真的是笔不小的负

担。何况，进了好学校就真能保证

女儿会考进好高中吗？

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出身贫

困家庭的女孩以当地高考第一名

的身份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新闻。

那女孩乐观向上、阳光自信的态度

深深吸引了我。她说，对她影响最

深的人是她的妈妈，即使生活再困

难，妈妈也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渴

望，对学习的重视。

我豁然开朗，我要用自己的努

力和智慧给女儿打造一间最好的

学区房。

我很快就把家中的客厅辟出

半间，买了一个大书柜。看我这样

“闹腾”，老公很不理解，我自信地

冲他眨眨眼：“这是为我们女儿量

身打造的学区房。”

我把适合女儿年龄阶段阅读

的读物，平时自己爱看的文学书籍、

杂志期刊，老公喜爱的摄影、军事类

刊物都补充进去。另外，我还制定

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其中最主要

的一条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全家人

必须共同参与每天的读书、学习活

动，总时长不得少于两小时。

从此，我们家就正式进入了

“学区房”的学习模式。

吃过晚饭，三个人不约而同地

来到书房。女儿在她的书桌前做

功课、看课外读物，我一边写作一

边翻阅资料。比较难受的是老公，

刚开始，他拿起一本书看了才两分

钟就开小差，不停地偷瞄手机，被

我用眼神严厉警告后，又借口上厕

所出去溜达一圈。

几次之后，我和他进行了一场

触及灵魂的谈话。我问了他一个

问题：如果女儿有样学样，看书也

三心二意怎么办？我这么一说，老

公似乎醍醐灌顶。

在我们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女

儿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她

每天做完功课，最开心的事就是挑

一本课外读物，津津有味地阅读。

遇到不懂的字和意思，她就会及时

问我，而我会指导她自己查字典，

等她弄清读音和基本的释义之后，

我再给她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她

的理解。

通过这样的模式，女儿对阅读

越来越有兴趣，不仅阅读速度提高

了，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眼界

宽广了，学到的课外知识多了，知

识面也日渐宽了，学习起来也更加

主动、积极，最后被一所私立初中

顺利录取。

女儿高兴地对我说：“谢谢妈

妈。我们家的学区房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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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儿最好的“学区房”
□ 林可依

跟孩子沟通注意“四不”

教子有方 智慧育儿

14

红色家风

不说大道理
道理人人都会说，可做起来却

很难，与其周而复始地给孩子说些

大道理，让孩子反感，不如让孩子切

身体会，效果可能更好。

不打击孩子
“98分，你就沾沾自喜，班上不

是还有几个同学得了满分吗？”这种

话最好不说。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是切断与孩子沟通纽带的一把利

器。

不自以为是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家长

不应该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衡量

孩子做的事情并加以评判，应该多

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

不忽视孩子
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得不到回

应时，孩子就不想与家人交流了。

所以，不要因为工作繁忙忽视孩子，

一个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孩子，你

又怎么能期望他和你有良好的沟通

呢？

摘自《莫愁》

暑期像一座长长的门廊，通往着新

学期的大门，开启无数孩子求学路上的

新旅程：有幼儿园娃娃们的懵懂，有一

年级小学生的期待，有初中生的新奇，

也有高中生的奋进。崭新的学习生活

意味着孩子们即将进入新的集体、面临

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挑战。然而，多数

家长也是第一次面临这些新情况，更会

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没有被满足的期待

而陷入焦虑。如果处理不当，家长就会

将这些焦虑变成压力、指责传递给孩

子，让即将开启的新学期成了一个“困

境”。

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三种：试错，观察和模仿，交谈和倾听。

家长作为成年人，有责任去了解学习的

不同方式，并为运用这些学习方式提供空间和支

持。知识是无穷的，学习方法的掌握才更为重要，

也是教育目标实现的手段。艾莉森·高普尼克在

《园丁与木匠》一书中说过：“孩子的心智与关心他

的人的心智是同心协力运作的，这是人类已知宇

宙中最灵活、最强大的学习工具。”

所以，当孩子写错了字、算错了题、没有听懂

老师交代的任务、没能取得理想的成绩时，家长要

做的不是充当那个只会一脸严肃的监督者、声色

俱厉的批评者、忧心忡忡的抱怨者……而要用更

稳定的情绪来疏解孩子的焦虑，用接纳的态度给

予孩子试错学习的时空，用耐心的倾听帮助孩子

表达需求，这样的心理状态和行动选择，给孩子提

供了积极的观察和模仿学习的楷模。心理学的研

究表明，孩子们获取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家长与孩

子交谈的不同方式来塑造的。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适应随着九月而

来的新环境，当外部环境与个体内部在生理、心理

两方面都达到了平衡时，适应也就到来了。家长

与孩子处于同一进程中，作为家长有义务帮助孩

子，并与他们一起尽可能快地达到这种平衡，而不

是为了自己的平衡，将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为

了新的学习生活的和谐，从现在开始调整心理预

期，缓解自己的焦虑，与孩子站在同一战队，一起

适应新环境、共同成长吧。

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回忆，父亲在生

活上一贯朴素，吃饭习惯五谷杂粮粗茶

淡饭。徐小岩道：“他特别爱吃土豆，我

爱人第一次来我家吃饭，看见每个人碗

里都有一个大土豆，悄悄对我说‘吃不下

’，结果被父亲听见了，父亲说，‘这么好

的东西，你不吃我吃。’我爱人就赶紧把

碗里的土豆吃了。”

在徐小岩心中，父亲虽然不善言辞，

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却一直以实际行

动来表示关心和疼爱。徐向前元帅做木

工活是一把好手，孩子们小时候用的小

桌子小椅子都是他亲手做的，美观又实

用。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还给孩子们

做过玩具“小手枪”。“把手枪的轮廓画在

木板上锯下来，用烧红的铁条穿孔当扳

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徐小岩回

忆道。

徐小岩讲述，徐向前元帅还很喜欢

小动物。“长征时，父亲的马背上驮过一

只猴子，这只小猴一路随行，给艰难行进

中的部队官兵带来许多乐趣。后来，家

中也曾养过几只小狗，陪伴我们成长。”

徐小岩说。

“我父亲喜好读书，对科学技术一直

很敏感。新中国刚成立时，很多人都喜

欢去旧货市场淘古董字画文玩，我父亲

则跑到书店去买书，特别是科普类的小

书，家里堆了很多，什么《坦克的故事》

《无线电的故事》等等。”徐小岩回忆说，

“我印象很深，父亲看完之后自己还在书

上做批注，我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和启

蒙都是来自于此。”

徐向前元帅也很是重视对孙子徐珞

的科普教育。徐珞很小的时候，爷爷就

会给他念科普读物，开启他对自然科学

的启蒙。有一次，徐珞去自然博物馆参

观，看到恐龙化石，他能把名字、来历一

一道来，周围人都感到惊讶。徐元帅知

道后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这个“启蒙老

师”当的很是称职。

徐小岩向记者讲述，在战争年代，父

亲也很注重军事武器知识的积累，他总

说，“好的指挥官要懂这些，才能发挥武

器的最大性能。有一次，父亲的部队俘

虏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对方很疑惑，说你

们也没什么枪炮，怎么对步炮协同这些

如此之懂？”

1990年9月21日，89岁的徐向前元

帅因病辞世。去世前，他给家人留下三

条遗言，“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

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

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你们要永远跟

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在徐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副题

词：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落款

是：习仲勋，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

时四十分。

徐小岩告诉记者，这是父亲去世的

当天凌晨，习仲勋赶到医院送别徐元帅

后，回家提笔写下的。“一般这样的题词

落款只会写到日期，精确到时间的很少，

这幅字所写的是我父亲人生的写照。”徐

小岩表示。 摘自《法制晚报》

回忆父亲徐向前
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会织毛衣的元帅徐向前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会织毛衣的元帅，，由于简朴没有官架子由于简朴没有官架子，，人称人称

““布衣元帅布衣元帅””。。战争年代里战争年代里，，他曾自己动手织过一件毛背心他曾自己动手织过一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一穿就是3030年年。。衣服衣服

破了破了，，他常常自己缝补他常常自己缝补。。

▲徐向前元帅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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