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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

孩子斗智斗勇������

家长���������������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为之，�为之�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捡到了 51 万，你会怎么

做？ 近日，一则新闻引发热议，上海一对小学生姐

弟在遛狗时，无意中在路边发现一笔“巨款”，两人

当即决定报警并将钱物归原主。警察清点后发现袋

子里是 20 多捆人民币，金额高达 51 万元。姐弟俩

的故事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人们纷纷为他们拾金不

昧的精神点赞，不少网友留言，“真是两个好孩子，

家长肯定也教育得好。”

  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出，孩子具有优良的品德

多么可贵。那么，如何培养孩子优良的品德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12日会见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作为父母

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

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

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

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教孩子如何做人，给

孩子奠定一种好品格、好人格，这才是孩子一

生成功和幸福的基石。父母和老师们一定要明

白，品德比知识更重要！

然而优秀的品德不是与生俱来的。孩子的

教养和品行，主要取决于父母榜样的作用和日

常引导。 简单说，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

这样的道理好像大家都懂，可落实到

现实生活中，却发现有些父母的言行却不

那么一致。比如：你教孩子过马路要走红

绿灯，但一个人时就随意过马路。你教孩

子要讲诚信，可你对孩子却经常出尔反尔

……因此，家长要想孩子拥有良好的品德，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必须言传身教，才能

对孩子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榜样除了父母，还有身边的榜样。家长可

以在生活中多发掘正面事例，并善于引导，比如：

“你看，那孩子跌倒了，头都流血了，他没哭，

自己爬起来，多勇敢哪！”“你看，他搀着盲

人爷爷过马路，多好的孩子啊。”“那些抗疫

的白衣天使多可敬啊！”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

现，人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往往受外界环

境的影响，尤其是在早期人格发展中，学习别

人的言行和思维，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当孩子看到他他身边的小伙伴做好人好事受

到老师表扬时，他也会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

一定要向伙伴学习。所以，父母多引导孩子向

优秀人物学习，效仿身边的榜样，并以表扬和

鼓励的方式强化这种行为，就能在孩子心中种

下“真善美”的种子。

有表扬奖励，但也要给孩子规定一些

行为准则。孩子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毕竟有

限，而父母又不可能一直跟着孩子。因此，

父母要告诉孩子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

情可以做。当孩子犯了品德方面的错误，

应给予适当的惩罚，这是有必要的，是有

助于良好品德的形成的。

此外，家庭和学校都会对孩子进行品

德培养，虽然培养的内容与方式有差别，

目标却是一致的。对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

良好品德在课堂内外所进行的教育活动，

父母要给予支持，不能说风凉话、不配合，

否则很可能会对孩子产生负面作用，抵消

教育效果。当家庭品德教育和学校德育教

育保持一致，才能真正做到“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发挥榜样力量，父母是最好的老师

亲子专家  ������������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小学生遛狗捡到 51 万 #

如何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

上高中后，女儿山山向我抱怨历史成绩下

滑了。我想，要记住历史知识，首先得要让她

对历史故事感兴趣才行。于是，我开始留意市

面上有没有寓教于乐的历史书，既有趣又能加

深她对历史的理解。

在寻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套叫做《汤

小团漫游中国历史系列》的图书。作者谷清平

既是知名作家，也是《钱多多嫁人记》《我的经

济适用男》等热播剧的编剧。

而这部《汤小团漫游中国历史系列》的创

作灵感正是来自于谷清平的女儿好好。

当时，谷清平感到小说创作虽然让自己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占用了自己太多的时间，

很难保证对孩子的陪伴。她决定转换职业赛道，

开始儿童文学创作。 

但从哪里入手呢？她想起了好好总是对历史

书敬而远之，于是问女儿想看什么样的历史书？

好好回答：有冒险剧情的，如果能有点奇幻色彩

就更带感了。于是，谷清平萌生了写一本让孩子

有代入感、有共鸣的历史故事书的想法。 

她将故事主角设定为与好好同龄的汤小团

三人组。从此，女儿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

妈妈探讨书中的故事情节，从孩子的角度为妈

妈出谋划策。

在好好的催更下，这本历史故事书越写越

长，最终做成了一套融入中国通史知识、贯穿

中国历史重要人物和关键历史节点的系列丛书。

在陪伴妈妈创作的这些年里，好好不知不

觉爱上了历史。在长期的创作中，谷清平对于

中国历史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深刻和透彻。并试

着放弃成人固有的思维，用女儿能接受的方式

去相互沟通、促进，亲子关系也越来越和谐了。

这个系列后来获得图书界多项大奖，成了

母女俩在阅读和写作中共同成长的最佳见证。

真是让人羡慕。

 我最近在看《虎娃猫妈亲子过招十二年》，

此书作者杨陶如，也是一位在育儿过程中和女

儿一起成长的妈妈。

 17 年前，杨陶如在迎接女儿欣欣到来的时

候，也曾像每一位新手妈妈一样手忙脚乱。经

过学习她发现：原来，育儿先从育己开始，于

是身体力行这一理念。

 送欣欣上轮滑课，让杨陶如反思自己总是

忍不住越界替孩子承担责任和后果。可这样长

大的孩子，遇事往往不愿意、也没能力为自己

负责，到了该独立的年龄，只会要求独立的权利，

却不能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理应引以为戒。

 她拒绝家人为社团课忘记带花种的欣欣送

种子，激发了女儿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

解决后，女儿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妈妈也因

此找到了帮助孩子的度。

 欣欣半夜用手机看小说被妈妈抓个正着，

当杨陶如惊觉自己陷入了小时候偷看小说，被

父母逮到时不被信任的“命运魔咒”。主动疗

愈自己的童年创伤，尝试着理解欣欣的感受和

困境，选择对女儿无条件地信任，问题便随之

迎刃而解。

 陪伴女儿成长的 17 年，也是杨陶如自我

成长的17 年。与女儿过招的每一个故事，都让

她深切领悟到：成长是一条自省的路径，向内

成就自己，向外成就孩子。

 她认为，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良好的

亲子关系大于教育本身。

 她将自己与孩子的成长故事集结成书，呼

吁家长真心地爱自己，建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

理健康、看见自己的心理模式、提升自己的心

理素质，和孩子一起接纳自己、呵护自己、不

断成长。

 反观我自己，这些年不也一直在努力和孩

子一起成长吗？

 女儿山山读小学的时候，我时不时在朋友

的公众号上发布一些电影观后感。其中，有几

篇影评得到女儿班主任的赏识，在班上为孩子

们朗读。

一天，山山放学回家后告诉我，有好几个

同学问她：“你妈妈是不是作家？”我反问道：“那

你希望妈妈是作家吗？”“当然！”

 我本就喜欢码字，从 12 岁在报纸上发表

第一篇文章开始，小学、中学、大学都有文章

见诸报刊杂志，工作后也不忘见缝插针，在录

制节目的间隙，写下自己的种种感悟和见解。

 山山出生后，我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了她的

身上。为了不错过她成长的每一步，我暂时搁

置起自己往日的热爱，几乎把工作之外的所有

时间，都花在了对她的用心陪伴上。

 但自从女儿表示想有个作家妈妈，为了实

现她的愿望，我又重新拿起了笔。

 起初，只是记录山山的成长故事；后来，

创办公众号尝试新媒体写作，记录下马栏山的

人和事；再后来，写作领域越来越宽广，并成

功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兑现了对女儿的承诺。

 山山这些年眼见我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也

受到影响，越来越钟情于文字，她的作文也时

有发表，或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初二那年，她

包揽了学校三大主题征文的特等奖、一等奖、

二等奖，成为班级唯一的“大满贯选手”。

 我周围的朋友，总会夸赞山山继承了我优

良的文学基因。其实，那是我们娘儿俩共同努力、

相互鼓励、一起成长的结果。

 育儿之路，道阻且长。就让我们和孩子互

相陪伴、共同成长，一起去迎接和欣赏人生路

上的美丽风景吧。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妈妈给女儿写书：向内成就自己，向外成就孩子
慧妈�� ���� ����

一 级 文 学 编

辑， 全 国 广 播 影

视百优理论人才，

湖南电视 40 年大

型 系 列 丛 书《 追

梦》之《锋芒》（上、

下卷）执行主编，

微 信 公 众 号“ 马

栏那个山”主理

人。“一个和女儿

说话像跟闺蜜微

信聊天的妈妈。”

陈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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