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一 我喜欢鱼和妈妈

某天，妻子去看望老同学，我看天
气很好， 便答应带儿子去对面的小区
公园玩玩，顺道等候妈妈。

以下是发生在路上的一段对话：
我：我们去找妈妈吧！
儿子：我们去看鱼吧！
我：先去找妈妈！
儿子：先去看鱼，然后找妈妈！
我：你喜欢鱼还是喜欢妈妈？
儿子：我喜欢鱼和妈妈。

虽然看似一段再简单不过的父
子对话 ，但是却让我感慨万千 。 成人
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思维去引导或者
判断孩子的想法 ，其实 ，在鱼和妈妈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非 此 即 彼 的 选 择 问
题 。 而我 ，为了达到先找妈妈的 “目
的 ”，不惜引导孩子作出这样的思维
判断———如果先看鱼 ，就代表不够喜
欢妈妈 。 这样的引导在日常生活中
很常见 ，比如 ，许多孩子会被问到这
样的问题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
机灵的孩子会回答 ，都喜欢 。 而有些
父 母 会 引 导 孩 子 必 须 作 出 一 个 选
择 ，对于孩子来说 ，这样的选择会非
常困难且毫无意义 。 因为父母此刻
引导的喜欢 ，是非此即彼式的 。 这样
的引导给予孩子的信号 ， 是对他人
的喜爱不允许有包容性 。 长此以往 ，
这样的孩子将来对于喜爱的理解会
变得非常狭隘 ， 在对事物的包容性
上也会存在问题 。

事件二 吃薯片

儿子吃薯片，吃得津津有味。 见此

情景，我虽然不喜欢吃，但还是向他传
递了想吃的欲望。 他走过来，掏出一片
薯片，却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掰
了一片中很小的一个角给我。 我表示
很受伤地躲开了，说了一句 ，小气鬼 。
儿子有些惊讶， 随后把那块大的递给
了我。 我假装气呼呼地吃了下去，转眼
看他，发现他又从袋里拿出一片，依然
是掰了其中一个小角， 放进自己的嘴
巴里，然后再吃另外一个角。 天啊，原
来这就是儿子吃薯片的方式， 他并没
有小气，小气的是他的笨爸爸！

又一次 ，我以自己的思维误解了
儿子的意思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
活方式 、习惯 ，即使是成人 ，也常常
因为误解而发生矛盾 。 我们都懂得 ，
应该尊重他人的习惯 ，但是对孩子 ，
却常常做不到 。 因为在成人心里 ，孩

子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 他们常常被
认为附属于父母 ， 因此对于有悖于
父母习惯的行为 ，常常被视为错误 。
于是 ，孩子常被塑造成了成人的 “复
制品 ”，个别个性张扬的 ，则被视为
叛逆和另类 。

事件三 我在玩“弄断”游戏

早上，我让儿子去房间里拿毛巾。
跟往常一样，他兴冲冲地跑过去了，只
是半天不见回来。 我走过去一看，只见
他蹲在晾衣架的下面， 不知道在玩什
么。 看我走近，他把手中的东西往身后
一缩。 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我
在玩‘弄断’游戏。 ”我蹲下身子一看，
似乎是一根老化的牛皮筋， 被弄断成
了四五截，而他背后所藏的那段，估计

是最长的一段吧。
经过此事 ，我有两点感触 ，其一 ，

儿子怕我会没收他的玩具， 说明我这
个爸爸还是不够民主， 事实也确实如
此， 后来这些弄断的牛皮筋被我当成
垃圾处理掉了。 其二，对于孩子来说，
任何一样东西都有玩的价值和意义 ，
只要我们肯蹲下身来， 就能发现很多
孩子眼中的宝贝， 从而更好地走进他
们的世界。

与儿子相处的点点滴滴， 让我学
到了很多， 不仅仅是总结了很多教子
的经验，更让我重新懂得 ，如何尊重 ，
如何发现，如何寻找到简单的幸福。 在
这里， 希望那些家有稚子的父母们能
够如我一样， 从单纯美好的小家伙身
上学到———爱与被爱。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滨兴学校）

开心爸爸事件簿
家有儿女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遗传 80%
� � � �妈妈：“儿子， 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喜欢上你爸
爸吗？ ”

儿子：“为什么？ ”
妈妈：“你爸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如果你有他

一半的吃苦精神，妈妈都很高兴。 ”
儿子：“一半还不简单。 ”
妈妈：“就知道贫嘴，你哪能吃一点苦呀！ ”
儿子：“妈妈，你不是说我一出生就‘特别能吃’

嘛，这不，都遗传了老爸 80%的精神了。 ” （谢凤英）

不叫练
女儿第一次参加舞蹈班学习回来，满脸不高兴。
“怎么了，宝贝？ ”我笑着问。
“今天我在学校问校长：‘我跟谁练舞蹈？ ’，校长

说‘不叫练’。 我非常生气地问：‘我爸爸交过钱了，为
什么不叫我练？ ’”女儿嘴巴撅得老高。

“对呀，校长怎么说的？ ”我关切地问。
“校长说他说的是‘卜’教练，‘萝卜’的‘卜’，不

是‘不’叫我练……”
（许远峰）

□ 朱伟伟

□ 梁 洁

面对亲子活动中的“意外”
目前 ，亲子活动已经成为很多幼

儿园的常规活动 ，不管是半日活动还
是亲子游戏，都是增加家长 、孩子 、教
师间相互了解 、深入沟通的一个重要
途径。 但很多教师同时也会发现 ，在
亲子活动中 ，因为有家长在场 ，孩子
的表现往往与在幼儿园里时大相径
庭，即使原来乖巧的孩子也会显得格
外兴奋， 调皮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
教师如何巧妙地处理亲子活动中的
种种“意外”呢？ 我认为 ，不妨尝试以
下方法：

做一个“聋哑”教师

在亲子活动中， 大多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 有个别幼儿在集体游戏或者
组织活动的时候， 故意大叫或者发出

怪声，通常出现这种状况时，大多数孩
子并非有意捣乱， 更多地是为了吸引
大家的注意，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 而
此时，教师需要的就是“装聋”，对他的
种种表现视若无睹， 并提醒其他孩子
关注游戏本身，吸引其他孩子的注意。
如此一来，全体幼儿便可以认识到，大
叫或发出怪声并不能达到引人注意的
目的，相反，教师还会“忽视”自己。 这
样做的结果是，“捣乱” 的幼儿停止大
叫或发出怪声， 也没有引来其他幼儿
的争相效仿。 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教师
加以制止与批评， 会影响家长参与的
热情与心态， 处理不当还会引来家园
矛盾。

加倍地“爱他”
还有一些孩子，在班上是孩子王，

一分钟也不能停下来， 他不满足于用
声音吸引教师的注意， 更喜欢用动作
和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样
的孩子非常活泼， 是参与活动的积极
分子。 然而有时候，他们常常不满足于
活动本身的愉悦体验，“好动因子 ”让
他们满场乱跑， 给组织活动的教师制
造出各种混乱。 对于这样的孩子，我的
方法是加倍地 “爱他 ”，给他特殊的关
照，比如组织活动的时候，我会让他们
参与到组织中，做做示范，或者在他们
乱跑的时候， 夸一夸他们那种不知疲
倦的积极劲儿。 如此一来，孩子会因为
得到特殊关注而专心活动， 家长也会
因为教师的关注而格外温暖。

做一只“笑面虎”
当然 ，并不是每次都会遇到孩子

“捣乱”的情况。 有时候 ，平时并不怎
么调皮的孩子 ， 到了亲子活动那天 ，
因为父母、同伴等众多新鲜元素的刺
激，也会变得很兴奋 。 面对这样的孩
子， 教师只需要稍微提醒一下即可 。
提醒时要掌握时机 ，注意不要影响孩
子参与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 ，只需要
把他们从过于亢奋的情绪中拉回 ，提
醒他们注意游戏规则或者以同伴为
榜样即可。

每一次亲子活动， 教师都会投入
大量的精力和体力。 然而活动中，总会
出现不曾预设的 “意外 ”，这也是孩子
的天性使然，教师应该淡然面对，从容
处理， 充分发挥亲子活动的家园桥梁
作用。

（作者单位系东南大学幼儿园）

难题支招

写作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还能为您和孩子留下宝贵的成长记录，并让更
多的人和您一起分享教育中的困惑、喜悦和收获。所以，亲爱的老师，拿起笔来吧！

征稿启事

“教育故事” 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给人启发或令人深思？

“案例解析” 通过一个具体案例，解析幼儿教育中的规律或令人困惑的问题。

“难题支招”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您解决难题的方法或“绝招”。

“家有儿女” 记述孩子成长过程中感人的、有趣的点点滴滴。

“家园之间” 您是如何搭建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的沟通、理解和配合之桥的？

“绘本阅读” 分享您阅读绘本的经验和感悟，特别是这一过程对孩子的影响。

“七 巧 板” 孩子的画笔是稚嫩的，手工是略显粗糙的，而内容却是最真实美好的，
请将手工及绘画作品拍成照片发给我们。

稿件字数一般在 1500 字以内，投稿邮箱：zgjsbyejy@vip.163.com

对于多数教师来说， 益智区材料
投放相对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 ，因
为可供选择的材料颇为丰富， 我们班
亦是如此，有拼图、迷宫、益智棋、“找
不同”等。 幼儿每日在该区中的活动也
颇为热闹。 一日，两名幼儿在玩拼嵌板
游戏时，不时大声交流，经多次提醒均
无效果。 情急之下，我只好走过去。 原
来， 他们对于投放许久的拼嵌板产生
了倦意，开始探索新的玩法。

“老师！ 快来！ 看我们的新游戏！ ”
“瞧！ 这个是这么玩的……”两个

孩子把拼嵌板翻了过来， 只见他们在
填满小钉子腿的板背面， 用橡皮筋构
建着一个又一个几何图形， 形状各有
不同， 可是因为小钉腿的密度和长度
所限，幼儿的操作略显吃力。

看着孩子们的创造，我思潮涌动，

中班幼儿活泼好动、喜欢探索，能积极
运用感官感知事物。 由于思维的概括
性和心理活动的发展， 他们的任务意
识增强， 同伴之间的交往能力也逐渐
提高。他们对于游戏材料的需求，已经
不再是玩腻了拼嵌板， 就换一块迷宫
板那么简单了。此板非彼板，适时地引
导幼儿探索材料、创造材料的玩法，远
比教师自己的想象要丰富得多。 尊重
幼儿的需要，在区域材料投放时，能够
及时依据幼儿游戏的需要调整材料 ，
拓展幼儿的新经验， 也会将区域活动
的开展不断推向新高度。几天后，益智
区内多了几块用废旧板凳面和彩色图
钉制成的新图形拼嵌板， 掀起了又一
次的图形构建热潮， 孩子们还给它起
了个名字———皮筋图形板。

可见， 根据区域主题的阶段性教
育目标的变化， 教师不一定都得大费
周章， 只要在幼儿喜爱的一些材料上
做出一些因地制宜的调整， 不单省时
省力，而且事半功倍。 中班的幼儿，思

维已经逐步从具体形象性向抽象逻辑
性过渡了， 教师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绞
尽脑汁去寻找新的刺激，很多时候，仔
细审视幼儿手中已经拥有的东西 ，从
材料中找材料，创造就在身边。

事实上， 皮筋图形板的应用并没
有结束。

中班下学期主题教学内容中 ，有
关于幼儿对区域内数量对应关系的理
解要求。 根据区域活动计划要求，我们
准备投放相应的幼儿数学区操作材
料，并先试做了一份样本：在一张纸上
画了很多小花，用线条圈起一部分，让
幼儿数圈中的小花数量， 然后在旁边
进行画点记录。 在试用时，教师发现材
料对于幼儿的吸引力不尽人意， 幼儿
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其他事物吸引 ，不
愿静心地与材料互动， 还抱怨道：“真
无聊！ 上课的时候不是画过了么！ ”

沮丧之余， 那块备受孩子们喜爱
的皮筋图形板跃入了我的眼帘， 彩色
的图钉在灯光下闪烁着， 触动了我的
思绪。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介
绍个新玩具！ ”

“哈哈！ 这不就是那个皮筋图形板
嘛！ ”孩子们一片不屑。

“对！ 还是这块皮筋图形板，仔细
看，它又有了新玩法！ ”班级顿时安静

了下来。
我将孩子们前一日在皮筋板上的

作品稍作修改，分为简单的几何图形、
有交集的几何图形、 复杂的几何图形
组合， 分别让孩子们来数各个图形区
域内的彩色图钉数量， 并在记录表中
用相应的数字卡片或者圆点来匹配。

不用多说 ，“新材料 ”的投放受到
了孩子们的喜爱与追捧。 孩子们在操
作过程中还不断修正了游戏的规则
与玩法。 小小的钉板，方寸之间，其乐
无穷。

一块图形板 ，它从原本最简单的
拼嵌板变形到皮筋图形板 ，再拓展到
区域数数板 ， 它所实现的材料价值 ，
远远超越了一块板本身所能带来的
材料特性 ，以及建构在它身上的一些
知识经验的习得。 孩子们在一次次的
探索过程中 ， 所获得的是想象力 、探
究力、独立思考能力 、合作交流能力 、
创造力的提升。 借着这块板，我想，方
寸之间 ， 也许还不止是快乐无限 ，更
是成长无限 。 因此 ，教师在进行材料
投放时， 也需要透过材料的表象 ，对
其进行结构化分析 ， 关注呈现与层
次 ，实现最完美的目标物化 ，以取得
最优的投放效果。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淮阴师院附
小清河幼儿园）

《我的幸运一天》
小猪误闯狐狸家 ，焦

急？慌张？可是故事里的小
猪并不这么想。 首先，它有
一颗乐观向上的心， 它并
没有自暴自弃。 相反，小猪
机智地动起了脑筋， 它利
用狐狸的贪心， 一步步地
让狐狸身心疲惫， 最后成
功逃离了狐狸家。

小猪误打误撞找上
门，对于狐狸来说，多么幸运啊！但是为什么最后自己
反而身心疲惫呢？因为贪心，希望能够更好，结果反而
丢失了机遇。

这个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飞不走的
幸运，也没有走不出的困境。当贪念涌上心头时，即便
是聪明如狐狸先生， 也会被一只又脏又小的猪所愚
弄。 贪婪会使幸运变成不幸，而智慧则会使不幸转化
为幸运。幸运和不幸之间，其实只有一步之遥。（黄琴）

《子儿，吐吐》
小时候， 吃水果经常

会不小心连子儿一起吃下
去。大人常常会开玩笑地对
我们说：“小心子儿在肚子
里发芽长大。”《子儿，吐吐》
这本绘本故事很简单，来自
幼儿的日常生活经验。故事
的主人公小猪 “胖脸儿”把
木瓜吃得一干二净，连半粒
子儿也没吐出来。

这是一个富有张力
的故事，它一头联系着生
活中实实在在的日常经验， 另一头则悄悄打开了文
学创造中奇特有趣的想象空间。绘画方面，整个画面
呈现出水墨画渲染的效果， 小猪的造型也非常生动
可爱。读这部作品，你一定会为故事中不时闪现的稚
拙、纯真的幽默和诙谐而捧腹大笑。 （陈婧）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鳄鱼怕怕 牙医怕

怕》 讲述的是一场鳄鱼和
牙医之间的心理较量 ，作
者用简单、反复的语句，刻
画了鳄鱼和牙医每时每刻
戏剧性的心理变化。 他们
相互惧怕， 可是那颗蛀牙
把他们凑到了一起。 凶恶
的鳄鱼只得乖乖听牙医的
摆弄， 而红脸的牙医也只
能壮着胆子给鳄鱼看病。

这是一个来自于孩子生活经验的图书，作者以诙
谐的对比文字，使得故事主题鲜明、画面童趣生动，是
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图画书。每一本绘本都有其独特
的意义， 而本书的阅读可以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观
察能力。 （胡婷）

《逃家小兔》
整个故事简单得不能

再简单了， 简单到了只剩
下几段对话， 但就是这几
段对话， 却让人们为之赞
叹。 克莱门特把一大一小
两只兔子画得既写实又浪
漫， 对画面的衔接和处理
也很有创意。 当小兔子说
“如果你来追我，我就要变
成溪里的小鳟鱼，游得远远的”，妈妈说“如果你变成
溪里的小鳟鱼，我就变成捕鱼的人去抓你”时，分别
是两张黑白钢笔画， 而紧随其后的两页， 则合二为
一，是一张全景似的横长的彩色跨页，没有对白，只
有一幅色彩浓烈的想像画面———小兔子变成了河里
的一条鱼，妈妈穿着黑色的长靴，一只手拿着一个渔
篓，一只手用力把渔竿甩了出去，逗人发笑的是鱼钩
上拴的竟是一根胡萝卜。

这样的穿插，一次又一次把故事推向高潮，而且
把孩子们的想像力拓展到了一个无限的空间。 《逃家
小兔》总是能让年幼的小读者感到一种安详宁静的愉
快。因为几乎每个幼小的孩子都曾经在游戏中幻想过
像小兔子一样离开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考验妈妈对自
己的爱， 而这个小兔子的经历就像他们自己一样，给
他们带来一种妙不可言的安全感。 （卢路）

（以上作者单位均系江西省新余市蓓蕾幼儿园）

童书馆

童言无忌

□ 姚贺国

一块板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