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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三块
夏季天气炎热，儿子爱吃西瓜，每次

小肚子都吃得圆溜溜的。
某天，我买了一个大西瓜，拿着刀准

备切瓜时，儿子站在一旁，一阵欢喜。
我一边切西瓜，一边问：“儿子，你想

吃一块西瓜吗？ ”
儿子没有应声， 接连问了三遍都没

有回答。
我有点不悦，“不愿吃的话， 我就不

切了。 ”
儿子说：“想吃。 ”
我说：“既然想吃， 为何非要我问你

三遍呢？ ”
儿子说：“因为我想吃三块西瓜。 ”

（范闻鑫）

线 水
4 岁的孩子拧开水龙头， 发觉没水，

疑惑地问妈妈是怎么回事。
妈妈说水资源告急， 水厂实行限水

政策。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孩子又拧开水龙头，发

现水流如线， 便兴奋地喊道：“妈妈，妈
妈，你快来看，水细得像线。 水厂说话算
数，真是‘线水’了。 ”

（谢凤英）

这份
“可爱”的事业

童言无忌

□ 何俊伟

一截高粱秸
□ 李 静

我是一个舞蹈表演专业的大学生，大
学时光除了专业课就是排练、 演出，3 年
后，我憧憬着属于我的更大舞台。 然而却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一名幼儿园
男教师。

记得刚来园时，园长对我说：“幼儿园
老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做到眼明
手快。 ”我心想，这该多难啊！

一入岗我就遇上了尴尬。 孩子们用好
奇的眼睛看着我，离我远远的，就是不肯与
我亲近。 在家长眼里我就像一位“男保姆”、
“男阿姨”， 虽然家长明白幼儿园需要男教
师，但还是心怀疑虑。 试岗工作时，我最怕
别人问及工作，只用“做老师”搪塞过去。 朋
友调侃我是“男人中的女人”，父母也担心
我的终身大事。 那时候，真是迷茫极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跟岗实习结束
后，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幼儿园教师。 同
时，我也得到了园长的“特殊照顾”，成了
一个周托小班的班主任。 这对于一个新教
师来说，压力甭提多大了，但是园长如此
重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刚入园的新班孩子， 由于焦虑不安，
哭闹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而孩子们的带动
性非常强，一个孩子哭，最后发展为几乎
整个班的孩子都在哭。 现在想想，那时候
真的很崩溃，整个神经都是紧绷的，也正
是因为自己的紧张情绪，使得孩子们更加
不安。 好不容易安抚了孩子，他们中午睡
下后，已经下午一点了。 饭顾不上吃，水也
喝不上一口，径直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宿
舍，倒头就睡，但安静的宿舍里，回荡的全
是孩子的哭声，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与孩
子们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又一个月过去了，随着孩子们情绪的
稳定，我也觉得更加有信心了。 特别是随
着与孩子和家长相处日久，我感到肩上扛
的不仅是压力，更是责任。 渐渐地，我似乎
找到了“感觉”，这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该
带给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怎样的教育？
作为一名男教师，我的优势在哪里？

我的“户外课”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我
带孩子时总是很“大胆”，喜欢把孩子拉到
户外去。 春天时上语言课，我不喜欢循规
蹈矩地把孩子们关在教室里，而是把他们
带到操场上。 生活中，孩子们不但喜欢拉
着我的手和我一起玩，更喜欢我把他们高
高地举起来。 我们在一起户外活动时，追
逐打闹的笑声，总是引来羡慕的眼光。 孩
子们再也不躲着我了，他们甚至亲切地叫
着我：“爸爸、叔叔、老师……”刹那间，我
觉得自己成长了，因为在这份职业中找到
了不同的角色。 也正是这种多层次的体验
带给我莫大的快乐，也让我感觉到了更大
的自我价值。 就这样，我彻底喜欢上了这
份“可爱”的事业。

现在， 家长们的观念有了很大转变。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男幼师嗤之以鼻，
甚至主动要求男教师来带班。 细心的家长
发现，男教师带的班级，孩子们似乎更主
动大胆，他们乐意看到这种变化。 看孩子
晨练的家长们，不止一次地向我赞叹：“男
老师做起广播操来更有劲道，动作的幅度
与力度更大。 孩子们跟着领操老师，也都
铆足了劲，有模有样。 ”还有的家长说，“男
老师带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孩子往往更放
得开、更开心。 ”

事业逐渐走上正轨。 我的最大心愿，
便是看到孩子们更加快乐和健康地成长。
我爱我的孩子们，我爱我的幼儿园，更爱
我所从事的这份事业！ 现在，如果再有人
问我所从事的事业， 我会自豪地说：“我
是一名幼儿教师！ ”。

（作者单位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河南
分校双语幼儿园）

我是男教师

“我老公只知道挣钱，成天在外面忙
应酬， 大多数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
打麻将。回到家里，既不管孩子的学习，又
不陪孩子玩。 在他眼里，似乎教育孩子就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该怎么扭转他的观
念呢？ ”

这是一位妈妈在向我吐槽时对自己
丈夫的抱怨和指责。 而这样的爸爸，并不
少见。

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都很重要，
两者不可偏废。 而父亲在孩子的自尊、自
信、身份感及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

斯宾塞把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作用归
纳为：“父亲在身体、 气质和思维上的特
点，很容易被孩子当作心中的偶像。 孩子
也总从父亲身上获得面对外部世界的信
心。父亲，是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引路人，
好的不好的都影响巨大。 ”

爸爸不能把教育孩子的重任全部推
给妈妈。 教育孩子，绝不只是妈妈一个人
的事情，爸爸理应是主角，而不是配角，更
不能缺位。

然而，当孩子需要陪伴时，当妻子需
要分担时，很多爸爸往往又会把忙碌作为
最好的借口：外出忙工作、忙应酬，即使回
到家也很忙，忙上网、忙游戏、忙休息……

工作忙，可能是事实，很多时候也是
绝好的借口，所以父亲没有时间来倾听孩
子，来了解孩子。但说到底，还是父亲是否
愿意对自己的孩子用心，是否愿意陪伴孩
子一起成长。

每天晚饭后，我和夫人有空就会带孩
子到小区玩，我们也顺便散散步。 但通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其他小朋友大部
分都是老人或者妈妈陪着出来玩，难得见
到爸爸的影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的爸
爸真的很忙， 后来一问孩子才知道真相，
“爸爸在家玩游戏”。

爸爸多一些付出， 孩子一定会感受
到。 当我们的付出得到孩子的反馈，当我
们的陪伴换来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最大
的欣慰。

有一次，我出差去北京，早上出门时，
告诉伊伊要出差 6 天。她赶紧跑过来亲我
6 次，还不停地说：“爸爸，我一定会想你
的。 你也要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

我当时感动得双眼模糊，而荡漾在心
底的暖意一直到我出差回家都还未散去。
而在出差的那几天，她还会主动让妈妈打
电话给我，然后抢过电话不停地跟我报告
当天家里的新鲜事、 自己玩了什么玩具
等。 聊得最长的一次，甚至打了一个多小
时的电话，她还不肯挂掉。

有些爸爸， 总认为小孩子很难缠，总
有很多要求，一会要这样，一会要那样，稍
不如意，还会吵吵闹闹。但他们却不了解，

那是因为孩子的真实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其实，孩子最希望从爸爸那里得到的，

不是很贵的礼物，而是我们的陪伴。 孩子最
在乎的不是我们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而
是在他身上花了多少时间。

有一个周末，我正在微博上跟一位博
友私信交流，伊伊忽然跑来要求我陪她一
起玩飞行棋。当时，我正跟博友聊得高兴，
就应付她说，爸爸在忙事情，等忙完后再
跟她玩。

伊伊立即反问 ： “你为什么不在办
公室把事情忙完啊 ？ 回到家还要忙事
情。 ”她“哼”地一声，非常沮丧地跑过去
向外婆告状。

我当时内心一震，是啊，为什么我们
不在办公室把事情忙完？为什么我们每天
花这么多时间在网上？为什么总是忙不完
我们认为的重要工作？

于是，我马上跟那位博友致歉，关掉
电脑，到客厅陪她玩游戏。 一看我过去陪
她玩，伊伊赶紧拿出她的飞行棋，嘴里开
始唱起歌来：“爸爸， 爸爸， 我的好爸爸
……”

除了在家多陪孩子以外 ， 作为爸
爸 ，还要经常带孩子到户外活动 。 在户
外活动中 ，爸爸的优势更大 ，承担的责
任更多 。 父亲的教育作用 ，很多时候都
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 ，也许我们并未
意识到，但确实已经发生。

当孩子入园后，爸爸还需要多参加幼
儿园组织的亲子活动。很多幼儿园都会利
用一些重大节日举行亲子活动，或者组织
春游和秋游等旅游活动，一般都会邀请父
母参加。

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妈妈去参加。 而这
些活动，是很好的亲子交流机会。 既可以增
进亲子之情，也可以提升孩子的自信。

伊伊上中班时，幼儿园举办一次亲子
活动，并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表演自己设
计的节目。 我跟女儿一起表演了一个节
目，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歌词中包含好几
种语言，比如英语、普通话、客家话等，整
个节目比较搞笑，赢得所有家长和小朋友
的喜爱。

但在那次活动中，除了我之外，其他
跟孩子一起上台表演的家长全都是妈妈。
回家后，妻子问她，以后学校搞活动，她希
望爸爸去还是妈妈去。伊伊不假思索地回
答：“当然是爸爸去啦！ ”

除了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外，爸爸也
要经常参加幼儿园召开的家长会。现在很
多学校的家长会，都是允许爸爸妈妈一起
参加的。伊伊的家长会，只要我有时间，也
一定会参加。 我们也是家委会成员，幼儿
园召开家委会，我和妻子会轮流参加。 但
我每次参会时都发现，除了我之外，大部
分都是妈妈，还有少数是老人。

当我们陪孩子一起玩的时候，还要回
归孩子的心态，一言一行都要尽量表现得
像一个孩子。如果还要装作一副威严的样
子，怎么可能让孩子感受到那份快乐。

很多人认为， 爸爸要对孩子严厉，要
成为孩子的权威， 就需要成天板着脸孔、
不苟言笑， 这样才能震住家里的 “小霸
王”。 现在的很多父母也是在这样的威权

中长大的。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爸爸与孩子成为

朋友，并不意味着就会丧失权威，只要我
们把握好尺度。 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自己真正当作父亲了，通过
我们的一言一行，能让孩子感受到父亲在
他心中的分量。当然，做到这些，绝不是靠
简单的打骂和严厉的管教就能实现的。

会陪孩子玩的爸爸，才是好爸爸。 但

一提到陪孩子玩， 很多爸爸就非常头疼，
到底该陪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抽出一
定时间，陪孩子散步，陪孩子旅行，陪孩子
运动，陪孩子阅读，陪孩子游戏，陪孩子聊
天……即使什么也不做，只是用心陪伴在
孩子身边也行！

同时， 很多爸爸在陪孩子玩的时候，
常常心不在焉、左顾右盼，让孩子感觉到

是在应付差事，而不是高质量的陪伴。 其
实， 无论多么简单的亲子活动或者游戏，
只要我们全身心投入，孩子就一定能感受
到，也一定会很开心。 关键是我们的心与
孩子的心要在一起。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亲子教育专
家，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正式出版的《把
孩子温柔地推开》一书。 ）

也要陪伴孩子成长
□ 付小平

别样课程

早上，一个孩子来到幼儿园，手里拿
着一截两尺多长的高粱秸。 班里孩子多，
玩高粱秸不安全，因此，我没收了他的“危
险物品”。 就在我准备把高粱秸扔进垃圾
桶的一刹那，我发现他追在我身后看着高
粱秸恋恋不舍的目光，我想起了自己童年
里用秸皮和秸瓤扎成眼镜、手镯等玩具的
情景。 玩是孩子的天性，一截高粱秸在大
人眼里是垃圾， 在孩子眼中却成了宝贝。
于是，我决定以此为契机，上一堂有意思
的“手工课”。

回到班里， 我问那个捡秸秆的孩子：
“你从哪里捡来的高粱秸？ 乱扔秸秆有什
么不好？”接着我又问：“想不想变害为利，
用它做成玩具？”他高兴地点点头。其他小
朋友也来了精神，围着我，好奇地看着这

截不起眼的高粱秸。
秸皮很锋利，在制作中，我教他们拿

秸皮的技巧，并提醒他们小心划破手。 就
这样，一只圆壳的“小乌龟”很快在孩子们
灵巧的手中诞生了， 我引导他们认真观
察，说说自己最喜欢 “小乌龟 ”的哪个部
位，说说哪个地方是自己做的。 看着孩子
们爱不释手的样子，我又带着他们一起制
作了秸秆“眼镜”。 “太好玩啦，老师，你戴
一戴我做的‘眼镜’吧。 ”孩子们争相戴上
自己制作的“眼镜”，还颇有点知识分子的
味道。

看着他们玩得起劲，我又问道：“孩子
们，想不想自己动手制作更多的玩具啊？”
孩子们脸上荡漾起微笑， 异口同声地说：
“想。”我告诉孩子们：“糖纸、食品盒、玉米

轴、树叶等这些无害的废旧物品都可以作
为制作玩具的原料。”有个孩子问：“老师，
沙子可以制作玩具吗？ ”我说：“可以。 沙
子，泥巴，树叶，小草什么都行，我们农村
处处都有‘宝’。你们喜欢自己的家乡吗？”
孩子们再一次仰起甜甜的笑脸异口同声
地说：“喜欢。 ”

这节课虽然只用了短短 20 分钟。 但是
最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节课渗透了 10 个
教育目标：1.不乱丢弃（保护环境）2. 想象用
它做成什么玩具（想象力）3. 跟小朋友一起
做（合作精神）4. 动手做（动手能力）5. 小心
划破手（安全意识）6. 观察小乌龟（观察力）
7. 说说哪个地方是自己做的（表达力）8. 把
它送给谁玩（分享快乐）9. 废物利用（节俭）
10. 农村处处都有宝（热爱家乡）。

平时上课， 我总是从学习目标出发，
费尽周折联系幼儿生活，想方设法围绕目
标进行引导。结果，目标完成了，殊不知打
断了孩子多少奇思妙想，抹杀了孩子多少
盎然兴致。 好像一条河没有自然地流下
来，被我们截流着灌溉这、灌溉那，最后，
庄稼得救了，河流却枯竭了。

自制玩具，从幼儿生活出发，跟兴趣
相结合，弥补了这一不足，将“玩中学，学
中玩”这一幼儿园教学特色体现得淋漓尽
致。 我决定，今后要让更多自制玩具走进
幼儿教学课堂，我将和孩子们一起在自制
玩具中学习，在创造玩具中成长，让孩子
思维的河流永不枯竭。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新安镇学区中心园）

忙忙忙
爸爸爸 再再再爸爸爸

我的眼镜酷吧？ 可爱的小乌龟

七巧板 《我的爸爸妈妈》 陈一墨 5 岁 指导：陈永亮（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