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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随着温度的升高，“玩水”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游玩
选择之一。

跳水、潜水、桨板……近 4 年的时光里，祖籍湘西
边陲小县城的杨安亦带孩子们蹚过了长沙近郊大大小小
的河流。在她看来，不断丰富的水上项目不仅强健了孩
子们的身体，更丰盈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6 月初，杨安亦带着孩子开启了今年的“玩水”之旅。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水是孩子们的‘自然母亲’，
他们在亲水、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爱、勇气和成长。”

初夏玩水，先向这对“飞鱼”姐弟学习

“弟弟不要害怕，记住妈妈

说的话，脚先入水，保护好自

己。”

话音刚落，6 岁的小姑娘冰

冰宛如一条飞鱼，一个助跑扎

入水中，未等冰冰游至岸边，3

岁的小男孩小贺终于鼓足勇气

跳入水面，溅起一片浪花。

回想起 2022 年 8月，首次

带孩子们尝试自由跳水的经历，

杨安亦坦言当时根本没想到会

如此顺利。三汊矶大桥旁湘江

中段的一处浅滩，曾是长沙游

泳爱好者的自留地，“此前带孩

子们进行过游泳训练，我和他

爸老家都在湘西，县城多溪流，

孩子们自小踩水、蹚 溪不在话

下。”

原本只是闲暇时的消遣，

却没想到让孩子们交到了跳水

“忘年交”。

“孩子们在江边被一位身材

高大、姿势矫健的年轻人吸引，

他行云流水般的后空翻跳瞬间

征服了两个小朋友，一来二去

他们竟成了朋友。”杨安亦笑着

说，“自从遇上‘月亮叔叔’，他

们俩成功打入跳水爱好者群内

部，跟着大人们学习跳水的姿

势，每次都想要挑战更高的难

度。”

杨安亦细数下来，他们几

乎跳遍了长株潭周边湘江流域

的各个自然跳水点，“难度最高

的一次挑战是在浏阳市的大光

洞景区，女儿挑战了八米跳台”。

作为一项被列入竞技项目

的体育运动，跳水并不能一蹴

而就，杨安亦的方法是先教会

他们必备的游泳技能，再通过

观看比赛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

兴趣，最后是亲身实践，高度

和难度也是一步步提升。

“其实孩子们挑战未知领域

的勇气往往高过大人，但这得

建立在保障安全和支持鼓励的

基础上。”杨安亦着重补充道，

“一定要在安全的水域，且在

专业人士的陪伴下进行。”在

她家，尽管爸爸是“跳水困难

户”，但总能保证在第一时间

递来毛巾和水壶，而妈妈杨安

亦也从一个比孩子们还晚入门

的“小白”，成了家里的“最高

纪录”——十米跳水保持者。

 “飞鱼”姐弟，“跳”遍长株潭

光是跳水已经满足不了冰

冰和小贺的户外玩水需求，于

是冰冰爸爸便提前买好了进阶

装备——桨板和潜水用具。株

洲矿坑便是一家人训练的常去

地点，水体安全，深度适宜，

再加上有“月亮叔叔”的专业

教学，冰冰和小贺很快掌握了

桨板与潜水的技巧。

“冰冰的方向感和平衡性

更好，她每次划桨板都能很快

完成来回路程，而小贺的耐力

更强，潜水能达到和姐姐差

不多的憋气时间和下潜深度。”

杨安亦介绍。

“前年 11 月，天气还未转

凉，我们几个湘西老乡组织了

一次桨板潜水活动。”杨安亦

回忆道，当时负责带队桨板的

大人领着孩子们去往了水中央，

潜水完守着篝火的杨安亦正享

受着难得的宁静，不多时，一

阵阵悠扬的侗歌响起，透过火

光，能看见月光在水面上轻轻

摇荡，一群孩子和大人划着桨

板唱着歌返回岸边。

“月色好像给每个人镀上一

层银边，冰冰和小贺虽然不会

唱，但都跟着领唱的小姐姐轻

轻哼唱，那一刻真正感到孩子

融入了自然之中。”

尽管接触桨板的时间不长，

但杨安亦一家已经“乘风破浪”

了长株潭附近不少水域。“湖南

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水域适合

家庭亲子浆板游，比如市区的

月湖公园、西湖公园就有专业

的浆板运动基地，开福区的千

龙湖也非常适合亲子玩桨板。”

杨安亦掰着手指介绍。

“最重要的是保障孩子们

的安全，比如要提前准备好必

备的安全绳，一定不能让孩子

们离开大人的视线，像小贺这

样平衡感不够的孩子，需要大

人陪同划桨。”杨安亦尤其重

视运动前的营养补充，以及结

束后的体温保障。“每次下水前

必须给孩子们补充蛋白质，保

证体力，入秋后岸上气温比水

里下降得还快，得尽快在运动

结束后升起篝火，尽快让孩子

们恢复体温。”杨安亦补充道。

桨板戏水，听一曲童声侗歌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杨

安亦也自然而然地观察起玩水

对孩子的成长所带来的变化。

“有一次在跳水回游的过程中，

小贺因为速度太快而不小心磕

到了石头，痛得哇哇叫。后来

他就学会了观察环境，不再冒

失莽撞了。”她笑着说。

2019 年盛夏，杨安亦带姐

弟俩去了贵州旅行，并以此为

起点，逐渐扩大了带娃玩水的

版图。

她惊喜地发现女儿冰冰将

旅行经历谱成了一首诗歌：“一

朵云下了一片雨，另一朵云也

下了一片雨。等云爬上了山的另

一边，雨就停了。昆虫，飞鸟，

松鼠，兔子们出来散步。是谁，

嘶吼着奔跑而过，溅了大家一

身雨水。”

杨安亦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在她写的诗里，杂糅

了我们的旅行经历，比如，在荔

波小七孔顶着暴雨踩水、在镇

远铁溪风景区看瀑布、在泰国

清迈跳水等等，孩子的语言干

净纯粹，所见即所得。”

觉察到姐弟俩的

变化，杨亦安在

保证 孩子 学

业 的 前 提

下， 开 始

有意识地

引导他们

去主动学

习思考。

“ 姐 姐

的逻辑思维

和创造力很强。”

杨亦安清楚地记得，

在 2022 年旅行返程的火

车上，冰冰趴在行李架

上完成了她的第一篇童话。

惊喜之余，杨亦安将冰冰

的作品一一收集，其中《一只

狮子》的故事被朋友创作成了

一篇绘本。

杨安亦回忆说：“朋友感慨，

一只狮子如何看待人类世界的

生活？或许我们不能总是用‘为

什么不’来要求别人，生命应

该绽放而不是控制。”

感情细腻的儿子小贺则更

善于观察和共情：在夜色下跳

进甲米岛的“蓝眼泪”，

在曼谷与美国叔

叔泰 诺 一见

如故，在清

迈的山野

里伴着瀑

布和溪水

慢慢前行

…… 这 些

旅行中的美

好 回 忆， 都

能给他带来全新

的感悟。

“他乐于分享美好的

事物，今年清明节我们

回老家祭祀，当他弄明白烧纸

钱是为了纪念故人后，特意跟

我说‘妈妈，谢谢你带我来到

这个世界’。”

入夏后，杨安亦带着两个

孩子开启了2024 年湘江“第一

跳”，她说，尽管上学后两个孩

子的游玩时间骤减，但抽空去

亲近大自然、去玩水，已经融

入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方式，“把

孩子放到自然里，他们会自己

汲取养分”。

“水的孩子”，感悟诗意人生

农农体验营 +“湖南妈妈去哪玩”儿童节特别策划

当童心遇上蔬果，亲子采摘快乐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冯

晓雅）当童心遇上农业，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5月31日，由长

沙市农业农村局主办，长沙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今日女报 / 凤网

协办的庆“六一”亲子采摘活动，

在长沙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以下

简称“农科院”）欢乐举行，20

余组亲子家庭走进田间体验采

摘乐趣。

“我知道啦，丝瓜有雄花和

雌花之分，雌花的花柄处会结

果子。”在农科院的大棚中，4 岁

的男孩小马开心地与妈妈分享。

活动现场，孩子们跟着农业专

家当起了“小农人”，一堂生动

的科普课堂，让孩子们学会了辨

别茄子花、丝瓜花等不同花型。

随后，孩子们有序地走进种植

基地，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过

了一把“采摘瘾”。

“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活动，

让孩子们对平常司空见惯的瓜果

有了新的认识。”长沙妈妈张女

士说，本次活动让孩子们亲身

体验到了农业丰收背后的科技力

量，更是对农业科学产生了浓厚

兴趣，不少孩子惊呼：“原来田

间地头也藏着那么多的知识和快

乐！”

本次活动首次开启了线上直

播环节，通过镜头，长沙市农业

农村局形象 IP“农农”将农业

科学技术与趣味知识传递给广

大市民朋友。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

局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带

家长和孩子们体验四时农耕，

看水稻拔节生长、乡村四季变化，

从而展示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市

的建设成就和现代农业的魅力。

姐弟俩在跳水。

夏天的快乐是
桨板给的。

3 年，姐弟俩“跳”完长株潭三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