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021年4月22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欧阳子益
E－mail：zhangqq@fengone.com生活·辣妈联萌

欢迎关注凤网辣妈联萌微信公众号（ID 搜索 fengonemama 或扫描上面二维
码），给我们留言、投稿和交流，让我们一起在育儿的路上升级打怪……

人努力拼搏的动力一般来自于

两方面，一是改变生存现状的需

求，一是实现自我价值。对于出

生在城市的“00”后来讲，大多

是在富足与爱中自信地成长起来

的，根本不需要通过学习考试来

改变什么，所以很难通过改变生

存现状的需求来激发他们拼搏的

动力。年龄较小的孩子，生性好玩，

更不能懂得自我教育、自我激励。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如

何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呢? 

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关键是

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能力，知道自

己擅长于做什么，并相信自己一定

能行。孩子能不断的从中获得成就

感，才能让他建立起“追求自我价

值实现”的动力。

家长可以找到孩子的长处，然

后以此为起点，增加孩子在学习

上的积极体验。比如一个孩子喜

欢说话，但是不擅长写作。那么，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
日子，总是一半甜蜜、一半烦恼。甜蜜于孩子
成长每一天所带来的欣喜，烦恼于孩子成长路
上层出不穷的难题。今日女报“辣妈联萌”版
特开辟《辣妈研习院》栏目，邀请资深亲子专
家来为爸爸妈妈们解答育儿中的烦恼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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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让孩子先通过说话来完

成作业，把说话的过程录下来，

整理成文字，这样扬长避短，可

以帮孩子重建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一个确定的目标是成功的一半。

一个人只有确定了奋斗目标，才有

一个努力拼搏的方向，才不会在

前行中迷失自我。

有了目标后，针对目标可以创

设一些挑战性的活动，让孩子主动

的提出问题，并用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加以解决。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和好胜心，对于孩子来说，获得

成就感也十分简单，当孩子取得了

一定的进步时，父母抓住机会表

扬孩子。这种喜悦不但能让孩子产

生“下次会做得更好”的自我激励，

也有利于孩子培养进取心。

孩子的理想和抱负也会受到同

伴的影响。让孩子多结交品学兼

优的孩子做朋友，良好的同伴关

系能激发孩子的潜能，强化积极

向上的进取意识，“近墨者黑，近

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父母的言传身教也很重

要。爸爸妈妈用自己对事业的进取

精神去影响孩子，对孩子产生积极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孩子的一言一

行绝大部分是模仿得来的，父母

的言行影响着孩子。因此，爸爸

妈妈及家庭其他成人必须从自身

做起，用自己积极上进的言行影

响孩子，这样比简单的说教更为

有效。　

倾诉：轩轩妈妈

儿子轩轩今年 10 岁，我觉得

他干任何事都不想努力，没有什

么进取心。上课心不在焉，做作

业处于应付的状态，遇到不会的

题，并不想真的钻研明白，而直

接从网上查答案抄上，或者干脆

空着交给老师。

我给他报课外班，他也从不

反对。问他喜不喜欢，他会说喜欢，

但真正去上课的时候，却不用心。

无论是弹钢琴、滑旱冰，还是学

语文、数学和外语，都处于“混”

的状态。无论在哪个群体里，都

没有很强的存在感。我也尝试过

各种奖励的方式，但孩子并不会

因为奖励而持续努力。我也尝试

过批评和用“别人家的孩子”来

刺激他，但孩子表示，他不在乎

这些。孩子这么没有进取心可咋

办呀？

孩子没有进取心，不求上进咋办

有人生目标的孩子才有拼搏的动力

4月23日，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
我在知名主持人张丹丹的育儿宝典《妈妈总
是有办法》这本书中, 看到了她的自用精选
100 本绘本书单。

丹丹是我在电视台的同事、大学里的师
姐，也是一位儿女双全、充满智慧的妈妈。
她在这本《妈妈总是有办法》中，介绍了许
多她的独门育儿秘籍，其中就谈到了，怎样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丹丹主张，孩子 6 个月之后，爸爸
妈妈就可以给 TA 讲书本上的故事了，这
样既可以增加对孩子的语言刺激，也能
够让 TA 慢慢熟悉阅读这件事。等孩子 1
岁之后，就可以和 TA 一起看绘本，享受
亲子阅读时光了。

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是非常
认同的。女儿山山小时候，我就有意识
地往家里买回各种绘本。我给她讲的第
一个故事，是童话经典《三只小熊》。讲
的时候，我把她设定成为故事的主角，
就是那个因为在森林里迷路，而邂逅小
熊一家的小姑娘。

山山从小想象力丰富，总能关注到被大
人忽视的事物。比如去乡下踏青，她注意到
一株小油菜花孤零零长在田埂上，会很自
然地蹲下来问：“小油菜花，你怎么一个人
在这里？你妈妈呢？”接下来，我就会代替
小油菜花来回答她。

当这样的对话成为我们的生活日常，我
带女儿读绘本，基本不会照本宣科地念故
事。而是每翻到一页，就带着她认真观察
那一页的图画，找出容易被人忽视的小细节，
鼓励她自己去推断下一页，故事会有怎样的
进展？

我们一起看《三只小熊》的时候，山山
是意外闯入小熊家的小姑娘，我则一人分
饰三角，轮流扮演着故事中的熊爸爸、熊
妈妈、熊崽崽来跟她对话。整个故事读下来，
无异于我带着她经历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森
林探险。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之后我和女
儿的每一次亲子阅读，几乎都不会完全照
搬绘本，而是有着自己的观察、联想和发挥。
我们就这样尽情地在书海里，进行着专属
于我们娘儿俩的“奇幻漂流”，乐此不疲。

可见，在用绘本开启亲子共读，从而让
孩子爱上阅读这件事上，我跟张丹丹的所
思所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丹丹也在书中强调过，给孩子读绘本一
定要充满感情，遇到对话应该像演员一样，
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去读。这样看来，虽然
给女儿读绘本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丹丹
的书，但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也充分体会
到了丹丹说的，“给孩子读绘本的时候，
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孩子”的那种快
乐。在她看来，孩子发现妈妈读的绘本
这么好玩、这么有意思，自然而然就会
对阅读产生兴趣了。

丹丹还很贴心地在书中列举了绘本的种
类，以及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更适合哪些
绘本，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父母为孩子

挑选绘本。
根据我的观察，女儿山山的最爱，是

想象力故事绘本。她本来就是个想象力丰
富的孩子，遇上这样的绘本，那绝对是锦
上添花。幼儿园时期，她曾经很迷一套《快
乐动物》立体书，每天睡前必看。

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她可以摆弄着
书里的各种动物，和它们对话、演故事、一
人分饰N角，玩得不亦乐乎。

这天，山山扮演医生，给立体书里的动
物们看病。因为书里的大河马张开了大嘴巴，
她于是诊断大河马得了扁桃体炎，到处找动
物来救大河马。

她翻开一页书，对着狮子大叫：“狮子
狮子，你快去救救大河马吧，他喉咙痛！”
再模仿狮子的声音：“我不！”山山问：“你
为什么不救大河马呀？他好可怜的。”还替
狮子编了个理由：“因为他长得太难看了，
我不喜欢他！”

山山赶紧打开另一本书，里面的山羊正
在咬农夫的袜子。她大叫：“山羊山羊，你
快别咬袜子了，大河马喉咙痛，快去救救他
吧！”然后照样替山羊回答：“我不去，没
看到我正忙着吗？”

山山只好又翻开另一本书，翻到最后一
页的时候，终于遇上了好心人——倒挂在树
上的蝙蝠，愿意帮助大河马。她赶紧指挥
蝙蝠飞进大河马的嘴巴里，给大河马喂了消
炎药。

第二天，我指挥病好了的大河马，
分别给了山山和蝙蝠一个大大的拥抱。
告诉山山：好心是会有好报的，你帮助
了别人，别人会记着你的。所以，平时
在生活中也要乐于助人，要学小蝙蝠，
不要学狮子和山羊。

心里还琢磨着，什么时候也安排不乐于
助人的狮子和山羊遇到点状况，让他们尝尝
没人帮助的后果，和女儿一起演一出“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的好戏。

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玩耍阅读”中，
女儿不知不觉地，把阅读看作了自己生活的
一部分。

上小学后，她有了自己的专属书架。到
小学毕业，4层书架已经放得满满当当，家
里还到处摆着她的书。随着她阅读量的逐
渐增加，我开始领她去绘本馆借阅，参加
绘本馆的各种活动，让她全方位领略阅读的
乐趣。

回来后，她把自己的书架命名为“小丫
头绘本馆”，还像模像样地设计了LOGO，
井井有条地罗列出小孩阅读区、大人阅读区、
免费玩乐区……最绝的，是拿出本子，一本
正经设计每个月要开展的活动，在家开起了
自己的绘本馆。

山山不到10 岁，就在《长沙晚报》上
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小学阶段期末考
试也曾作文满分；小学和初中多次参加作
文比赛获奖，初中也发表过多篇文章，广
受好评。这些成绩的取得，和她从小爱看
书不无关系。

世界读书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引
导孩子爱上阅读吧！

世界读书日：我这样让10岁女儿写出满分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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