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脚丈量公益路，用心书写教育情。家庭教育全国公益巡讲发起人、主讲人，“博士妈妈”王建
平 2020 年 9 月启动了“家庭教育全国公益巡讲 · 走进 56 个民族”活动。从此，她奔走于全国各地，
深入山野村落。每到一处，她一边以专注和敬业传授家教知识，一边用挚爱与深情记录心得。今日
女报 / 凤网全媒体独家策划推出“走进 56 个民族家访日记”专栏，在王建平博士这组家访日记的字
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五十六个民族的灿烂文化，看到山村孩童的家教现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
结，更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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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族夫妻培养出医科大学儿子的秘诀

文 / 王建平
在云南临沧的第二站，我们

来到了双江自治县勐勐镇忙乐村

的布朗族山寨，忙乐村是勐勐镇

的甘蔗专业村。已有 20 多年种

植甘蔗的历史，现在甘蔗年产值

达 400 多万元。初秋时节，忙乐

村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甘蔗林里，

一排排甘蔗茎节挺拔，空气中弥

漫着浓浓的甜蜜味道。傍晚时分，

干净整洁的村子里炊烟四起，点

燃起怡然自得的生活，我们也感

受到了“甜蜜产业”给布朗族群

众带来的幸福生活。

 这次讲课安排在忙乐村忙

乐完小的操场上举行。我拿着

话筒走到了大家中间，我想通过

以事说教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互

动——引导家长讲自己的故事，

我分析点评，让讲座活动变成一

场有趣的教育沙龙。家长们刚开

始还有些拘谨，渐渐地积极参与

进来，其中有个布朗族妈妈特别

优秀，她是以学生姑妈的身份来

参加活动，她给我们分享了如何

把自己的儿子从乡村送进昆明医

科大学的故事。

“我觉得我最大的心得是我

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这位

布朗族妈妈说，她和丈夫的文化

水平都不高，孩子的学习他们基

本帮不上什么忙，但夫妻俩结

家庭教育·专栏

千年茶农 :布朗族
布朗族是一个善于种

茶和制茶的民族。布朗族

世代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地区，

思茅地区的布朗山，云县、

澜沧等县。这些地区气候

温和，土质肥沃，雨量充

沛，每年11月至次年 4月

为旱季，少雨多雾，适宜

种植茶叶。布朗族群众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茶叶生

产，在布朗山上广泛种植

茶林，使这个边远的山区

成为“普洱茶”的重要产

地。生活在茶乡的布朗族

人品茶极为讲究，他们的

烤茶更是别具特色：将茶

叶放入特别的茶罐中，放

在火塘边烘烤，扑鼻的香

气冒出时注入滚烫的开水，

浓郁香醇的烤茶就制成了，

这是布朗族人待客的上

品。

布朗族有着丰富多姿

的舞蹈艺术，在布朗族的

传统歌舞中，以鼓舞最

具特色，而鼓舞又以双江

布朗族的蜂桶鼓舞最为有

名。蜂桶鼓舞布朗语叫做

“克广”（跳鼓），因其形

似蜜蜂桶而得名。动作大

方、粗犷、潇洒，舞步刚

健有力，节奏明快热烈，

场面壮观动人，具有强烈

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一起了解 56 个民族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婚三十多年来感情一直特别

好。她有一个秘诀是，她是

一个很不“扫兴”的妻子。

在外面，她从来不揭丈夫的

短，给足他面子，在家里又

喜欢夸奖老公，因此家庭氛

围特别好。有温暖的家庭，

再加上适时的引导，他们的

孩子凭借着聪敏好学一步一

个脚印走出农门，走进了理

想的大学。

我给这位布朗族妈妈的

分享点赞。我们研究过很

多“学霸”孩子的成才规

律，这些孩子虽然来自不同

的家庭，但有个共同点——

家庭氛围和睦。良好的家庭

氛围有利于孩子健康心理的

养成，以及健全人格的培养。

在好的家庭环境里，孩子才

有良好的心情和充分的准备

去学习，这样他的学习效率

才高。如果一个家庭充满怨

气、整天争吵，再要求孩子

品学兼优，这是很难想象的。

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才是孩

子快乐成长的基石，父母的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教。

我把这样的道理融入布朗族

妈妈的真实家庭故事里进行

分享，收获到了家长和老师

们热烈的掌声和认可。

此行，我们联合深圳无忧

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同为学

校捐赠了2000 册图书，走访

慰问了三名品学兼优的布朗族

女童。我的先生、书法家夏鹏

程为学校题写了校训，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校园翰墨

飘香。

送教之外，我们也充分领

略了边疆乡村的新风貌。临沧

市，是普洱茶的原产地，素有

“天下茶仓”之称。布朗族又

是云南最早的一个种茶民族，

素有“千年茶农”之称。在双

江自治县，满目青翠的茶园里，

到处都是茶农忙碌的身影。如

今，在乡村振兴的春风下，布

朗族村寨大力推广有机生态茶

园建设，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

引进优质企业，提升茶叶品质。

布朗族茶农的户均年收入已突

破万元。

“千年茶农”的新生活、

新生计，让人欣喜。我也希

望通过我的带动和宣传，联

合爱心企业家，通过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推动当地的土

特产和手工艺品“走出去”，

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让少数

民族群众的生活更有奔头。

宝宝的成长是一个美好过程。在宝宝和家人互动的过程中，流动着温暖和爱，也体现

了生命的神奇、教育的力量。

《小爱日记》专栏以细腻真实的笔触，描绘一个家庭对新成员“小爱”的呵护与喜爱，

并分享有关家庭教育的感悟。

小爱会走路后，社交圈比以前扩大了很

多。她接触了更多的人，与他人相处的时间

也更长。

只要不下雨，小爱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

到户外活动，与院子里的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耍。她和小朋友们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简单互

动阶段。她会注意到同伴，喊出同伴的名字：

团子哥哥、沐沐弟弟、甜甜姐姐……伸手

拉住他们的手，表达着见到小伙伴们的开心。

其实小爱也有“社恐”的时候。我抱

着她去邻居家串门，小爱乖乖地叫了“爷爷

奶奶”“弟弟”，对递香蕉苹果的爷爷也说了

“谢谢”，然后就闹着要回家了。她认为她已

经完成了所有礼节性的动作：打招呼、致谢

……为什么还要呆在那里？我要回家……

我不勉强小爱。她如果还不适应，就

决不强行让她去社交。

当然，她也有跟小朋友发生矛盾的时候。

小爱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抢玩具，小爱敢

于跟比自己大四岁的小哥哥“打架”。那个

小哥哥来抢小爱的泡泡机，还在小爱的头

上打了一下，小爱毫不畏惧，用手推开小哥

一岁宝宝的“社交”

哥，护着自己的泡泡机。还是大人过来协调，

告诉小哥哥“如果你想玩妹妹的玩具，要

征得妹妹的同意才能玩，不能抢”……小

爱已经会说很多话了，但是语言系统发育

还不成熟，不知道怎么用恰当的语言、方

式和人交往，着急时会打人、推人、扔东西。

小爱的这些行为，也让我们思考：如

何培养宝宝的社交能力？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多带小爱外出，

给她找一些玩伴，多给她创造社交的机会，

尽可能多带她走出家门，给她介绍她看到

的人、小动物、花花草草……

其次，给小爱树立与人交往的好榜样。

这个阶段，她虽然还没有真正开始交朋友，

但会开始观察和模仿周围人的互动方式。

所以我们要以身作则，让小爱看到我们是

如何与他人友好交往的，说“请”和“谢谢”，

当别人做得好时赞美别人，跟别人分享物品。

小爱受到我们的影响，她也会说“谢谢”“欢

迎欢迎”“再见”这些社交语言。

第三，引导她逐渐愿意分享。这个阶段

她的社交能力还不足，所以最初与他人交往时，

很可能会争抢玩具，甚至急了会打人、推人。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尽可能提供足够多的

玩具，避免孩子们为了有限的资源而竞争。

争抢发生时，我们会拿出家里的玩具，

告诉她“不能抢小朋友的玩具，可以交换、

一起分享”，然后教她和对方交换玩具，并

适时赞美。

针对小爱有时候的打人行为，小爱的爸妈

会坚定而平静地告诉她“不可以打人”，要求

她道歉，再帮她把不良情绪表达和发泄出来，

并给她提供一些更好的做法。比如“你很想

玩小姐姐手里的玩具，对吗？”“可是我们要

排队啊！”“你愿意先去玩小汽车吗？”“等小

姐姐玩完了我们再过来，好吗？”……    

没有哪个宝宝天生就是“社交家”，所以，

永远不要吝啬你的鼓励和支持，有了这样的

力量，他才能勇敢迈出社交的第一步。

文 / 姜欣（湖南省妇联原主席）

一起了解 56 个民族

布朗族

没有哪个宝宝天生就是“社交家”，所以，永远不要吝啬你的鼓
励和支持，有了这样的力量，他才能勇敢迈出社交的第一步。

书法家夏鹏程为学校题写了校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