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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行 、阅 读 、陪
伴 ……近两个月的暑
假时光接近尾声，我们
欣然发现，随着“双减”
政策的推进，不少家长
已经转变育儿观，将孩
子暑期的足迹从一个又
一个的培训班转到真实
而富有情趣的生活场
域，还给了孩子一个暑
假生活应有的样子。

——编者

儿童是自然之子。但生活在城市的孩子，貌似
生活离自然越来越远。暑假期间，为了让孩子有近
距离接触自然的机会，我们利用休年假之机，带着
孩子回到河北老家。为了这趟“自然教育”之旅有
更多的获得感，我们提前进行了“备课”，于是，便
有了这堂带有浓浓生活味道的暑期亲子课堂。

亲近自然，让孩子萌生一颗“草木心”

说实在的，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对老家没有
太多的印象。

先生兄弟三个人毕业后都留在了城市。后
来，老人也跟随儿子们来到城市生活，老家没有
了田地，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也被微信群里的问
候所代替。所以，在快节奏的北京，谈起老家的
话题，话语越来越少，情感越来越淡。

今年年初，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爷爷有点坐不
住了，他一心想着能回到老家的田地里，种点花
生、玉米，带给孩子们吃。于是，不顾家人的劝
阻，他们春天回到了老家，将长满荒草的院子打
扫干净，将门前一块田地精心照顾，种下了玉
米、花生等农作物，栽培了茄子、西红柿、豆角
等蔬菜。对于这些植物生灵，老人像照顾自己的
孩子一般，每天要侍弄一番。于是，他每天早上
迎着朝阳晨露，傍晚伴着晚霞而归。他说，和土
地打交道，内心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和亲切感。

暑假里的这几天，爷爷邀请两个孙子去参观
体验他的田地，孩子们也深深地喜欢上了。当
下，正是玉米授粉、豆角花、金银花盛开的时
候，有了一定生物知识的哥哥一股脑儿钻进了田
地里，观察雄蕊雌蕊、什么花粉花药，开启了生
动的生物课堂。弟弟则站在比他还高的茄子树
下，好奇地摸着头一样大小的茄子果实，索性趴
在泥土地上，看起了蚂蚁搬家……盛夏的田野
里，很闷热，还有蚊虫的叮咬，但孩子们貌似陶
醉其中，乐此不疲。

泥土带给人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农民的生
活虽然简单，但内心却充实幸福？因为，在和土
地打交道中，会得知“春种秋收”的自然因果关
系，会明白“老天爷不会掉馅饼，人懒地就荒”
的道理。所以，他们不会报怨，没有攀比，更不
会抑郁。“心情不爽了，去地里大干一场，出出
汗，看看成长中的庄稼，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
……”这是爷爷的原话。

是呀，近距离的走近泥土，让孩子内心变得
细腻丰盈，带着淡淡的“草木味”。行走田野
间，他们将牵牛花、狗尾巴等野花野草带回家，
插在瓶子中，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艺术课堂？孩子
们亲手将玉米掰下来，将花生从根部拔出来带回
家，让一家人品尝他们的劳动成果，这难道不是
最真实的劳动教育？别忘了，生活是最好的教
育，“自然之子”需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成长。

“三无”生活带来的教育思考

没有网络、没有游戏，乃至没有作业的日子
是什么样？这次回乡，我想让孩子体验一下。作
为信息时代的原住民，没有孩子是不喜欢游戏
的。适当地接触电子游戏，并非坏事，但孩子若
沉迷游戏，时间被游戏掌控时，那游戏就成为

“精神鸦片”了。别说孩子，成年人若一天没有
微信、没有网络，都很难接受。所以，如何教会
孩子管理自己的时间，如果让暑假生活变得丰富
有意义，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这次回家，我们策划了一场“三无”
体验之旅。回家前，我们提前和爷爷奶奶沟
通，将老家的电视信号切断、将
网络中断，自然也没让孩子带任
何作业。而他所带的唯一“电
器”就是一架无人机，孩子说他
想航拍农村的田野，还要剪
辑一个视频，于是我们应允。

爷爷耕耘的菜园就在家门
口，孩子们早上起来，推门而
出，沿着田地散步，观察昆虫
植物；上午带着无人机去航拍

不同的人文自然风景；午间休息，和家人聊天；傍晚
不太热时，他们跟着爷爷去田野里劳动、采摘蔬菜。
祖孙一起还播种下了白萝卜、大白菜等种子，等待秋
天的收获……我们也尽量不看手机，尽量多些时间
和老人们拉拉家常，聊聊天，跟着孩子去田野里观察
体验。3天时间下来，我们发现没有手机、没有游戏
的日子，其实孩子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和谐：身上的泥
土多了，玩手机时间少了；白天运动量大了，夜晚睡
得更香了；焦虑心态少了，亲子关系和谐了……

回到北京，孩子和爷爷通话，首先惦记的就是
他种的白菜出芽了没有。因为，这是他亲手播下的
种子。我也在想，有些孩子之所以网络成瘾，是因
为他们的生活中除了作业和培训班，没有让他觉得
有意思有价值的体验。所以，除了学习课本知识，
多给孩子安排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毕竟真实的情感
体验更能让孩子成长为人格更为完全的人。

感受“摸得着”的家族文化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风家训是先辈留给后
人做人处事、持家治业的智慧结晶。良好的家风家
训，是最好的家族文化。但高度集中的城市化生活
打破了过去聚族而居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家
风家训的影响逐渐淡化。

“爷爷，咱家里有带有历史感的老物件吗？”一
次茶余饭后，在儿子好奇心的带动下，爷爷从抽屉
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小木匣子，“这个呀，是咱们老
郭家祖辈传下来的宝贝。”爷爷这句话，让儿子瞪
大了好奇的眼睛。我心里一乐，一堂“励志”大讲
堂就要真实开讲啦！

木匣子打开了，一张张叠在一起的、发黄的宣
纸出现在眼前。

“是古字画？”儿子兴奋地打开一张，一排排隽
秀的小楷字映入眼帘，落款处还有印章。原来是郭
家祖上的房产契约书。

儿子数了数，这个匣子里一共放了30余张房
产买卖契约。有些已经破损，有些还十分完整，字
迹清晰可辨。

“这些发黄的契约仿佛一扇时间之窗，记载了
咱们郭家祖辈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民国的房屋交易故
事。让你爷爷给你讲讲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故事
吧……”爸爸的一句话，让儿子瞬间对家族历史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永乐二年，在一场历史大迁徙中，咱们的祖宗
从山西平阳府来到了河北，之后，便在这个地方购田
置地，繁衍生息。咱们郭家人勤劳俭朴，经过几代人
的积累之后，家业逐渐繁盛壮大起来，成为当地有威
望的大家族。但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出了一位好吃嗜
赌、不务正业的独生子。”爷爷指着一张契约，上面
写着这样的文字：“立卖人某某，今将宅院一所，房
屋5间卖于赵富生名下，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爷爷介绍说，因为赌博，这位先人在咸丰七年至九年
连续三年将3所独门大宅院卖掉。之后，家中积蓄只
出不进，家业开始走下坡路……

“创业难，守业更难，要把革命前辈打下的江
山很好地接过去，不通过艰苦的工作是不行的。”
我立刻援引了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的名
言，来告诉儿子其中的道理。

“成由俭败由奢，古训不可忘啊！”爷爷再次
重申，“还好，我的爷爷又开始勤奋踏实工作，你
大爷、你爸爸、你叔叔，他们都特别能吃苦勤
奋，将家业置到了北京。你们更要传承他们的奋
斗精神。”

这些发黄的契约，无疑是进行家族文化教育的
好素材。平日里，家长们都喜欢对孩子讲什么“不
能浪费呀”“要勤奋呀”之类的大道理，但对孩子
而言，没有体验的教育是不会有太深刻作用的。而
这些“摸得着的历史”，这些带着温度的家族故
事，会让孩子明白，并记住些什么理儿。

亲子做伴好还乡。最好的教育，永远在生
活中，给孩子一次完全的带着泥土的真切体

验，让他们在一草一木中萌生一颗“草
木心”，从一粥一饭中体验劳动的乐趣，
从老物件中感受家族的历史，从而对人
生有一个深刻的思考，因思考而拥有丰
盈的内心。

创造机会让孩子亲近生活
本报记者 张惠娟

女儿喜欢旅行，几乎每个暑假，
我们一家都会出去旅行，走遍祖国大
好河山，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这个暑假，我们本计划来一趟贵
州之行，去欣赏最美贵州的山水景
色，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但是因为
疫情突然反复，只能搁浅。为了不让
女儿失望，我带着她去了位于京郊的
古北水镇。

在这里，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
也有北方山峰的豪情万丈。古朴天香
的小镇景色让我们陶醉——华灯初上
时，小镇映在波光潋滟的水中，在盏
盏红灯的点缀下，别有一番景色映入
眼帘，让人享受其中。女儿更是诗意
满满，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一边朗
诵一首首唐诗宋词，让我惊诧不已又
倍感欣慰，中华诗词是如此美妙，中
国山水是如此瑰丽。

夜间，我们爬上长城去看闪烁的
星空。站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城
上，我们感到特别骄傲——为祖国的
强大而自豪。女儿给我们讲着各种冠
名的星座及其特点，还有浩瀚宇宙的
很多故事，我们还一起讨论了“祝融

号”火星车和中国空间站。女儿说，
如果有机会，她也想乘坐中国自己的
宇宙飞船，到月球去看看，到火星去
拍张照片。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一个人一旦对某种事
物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主动去求
知、去探索、去实践，并在其中产生
愉快的情绪和体验。

这个暑假，除了在大自然中感受
祖国的繁荣昌盛，女儿还对中国经典
名著很是着迷。她尽情驰骋在四大名
著、《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经典
著作中。书中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
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简直就像是一本本的百科全书，
展示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
观念、文化。也正是在这些中华经典
读物中，女儿的思想受到熏陶。

这个暑假，女儿还对哈利·波特
入了迷。假期还没结束，她已经刷了4
遍 《哈利·波特》 的七部英文版电
影，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英文与我对话。

女儿就读于北京精诚实验小学，
是英语教学特色学校，在这里，很多

孩子都是英语“小达人”。借着女儿对
《哈利·波特》的痴迷，我建议她精读英
文原版书籍，女儿欣然应允，她认认真
真精读英文版的《哈利·波特》，查生
词、抄句子、朗读文章，每天晚上还看
英文版电影，沉浸在属于她的哈利·波
特魔法世界里……我在旁边欣赏她，看
着她自言自语用电影桥段对白，听着她
说着那些“英文咒语”，看着她被电影、
小说中的情节引发从而畅怀大笑，我也
开心。同时，我也时常与她沟通交流，
引导她从小说、电影中学会正确识别人
性的善与恶，启发她认知德行的力量。

暑期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抽出时间
一家三口户外散步，在温馨的亲子时光
中彼此讲述各自的当日见闻，并互相讨
论。作为家长，我很享受这样的亲子时
光，因为我深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有很多时刻是父母无法替代的，唯
有站在她的身后，给予她最有力的支
持，一切都需静待花开……看着女儿幸
福快乐的样子，我就想，这个假期是多
么有意义。

（作者系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党委工作部职员）

从“培养”到“陪伴”
单春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
不可逆的，时间性是生命存在的基本
属性，时间也是生命发展的基本条件，
生命必须在时间中生长，珍惜时间就
是珍惜生命，浪费时间就是蹉跎生命。
鲁迅曾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
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
命。”把假期还给学生，就是把孩子从
无休止的教育内卷中解放出来，就是
把时间还给成长，就是把健康快乐还
给每一个孩子，赋予他们生命幸福与
完整的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可以在这
些美好的事物中得以实现：旅行、阅
读、闲暇、陪伴……一句话，真正的假
期，不是延伸的课本学习，而是拓展的
生命成长。

旅行，让身体去体验一个真
实的世界

在孩子们当下的学习中，“知识、生
活和生命”常常是割裂的，孩子们所获
得的知识大部分都是抽象的、间接的，
文本化的，在所谓的教育技术的进步
下，他们的认知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
远。教育学者卢志文曾说，“真正的多媒
体不是投影仪，也不是图片影像，而是
真正的一片叶子，我们可以去看、去摸，
去闻，也可以放到嘴里尝一尝，这才是
真正的多媒体学习”。因此，让孩子走出
课本，走进现实，走进自然，拥抱世界，
才能让孩子实现“知识、生活和生命深
刻共鸣”。通过旅行，开阔视野、增长见
闻、体验多元文化，增长生活技能……
这些在当前的课本学习中难以满足，却
对孩子的健康身心、学习兴趣、终身成
长起着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

在旅行中，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常
态学习生活在新的环境中得到舒展，
既是对“紧张学业压力”的放松，也是
对“久在樊笼里”的释放，让孩子们遇
见一个更加放松、自在、灵感的自己，
一个更加完整和真实的自己，一个更
加渴望和欣赏的自己。在旅行中，孩子
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重新审视和觉察自
己，获得更多的成长和发展机会，正如
马克·吐温所说，“旅行是消除无知和
仇恨的最好方法，旅行是固执、偏见和
狭隘的最大杀手”。旅行有着“重塑自
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的潜在价值，
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人审视现实生活、
寻求本真自我、增进自我认同、实现自
我发展的重要途径。

阅读，让精神在经典对话中
良好发育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如果说旅
行是身体在路上，是为了看自然的风
景，那么读书就是灵魂在路上，是为了
看精神的风景，两者缺一不可。著名学
者周国平曾说，“人是不能忍受无意义

的一种动物，人一定要去寻找意义，而
去寻找意义的过程就是有意义的，个
人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
精神生活，有了精神生活，他的人生就
有意义了”。当前，很多青年学生感受
到人生无意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没
有时间过一种精神生活，更加令人担忧
的是，部分青少年受社会不良思想、文
化的侵染，精神世界存在着扭曲和堕落
的危机！“人的内心不种鲜花，就会长满
杂草”，充盈、丰富和净化孩子们的精神
生活，是帮助孩子寻找人生意义，践行
高尚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成为当前孩
子生命成长的当务之急。

和身体发育一样，精神成长也需
要“食物”，那就是好书，那些伟大的著
作。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曾
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
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他认为精神发育
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因为人类最
伟大的智慧、最伟大的思想没有办法
从父母那里拷贝和遗传，而是深藏在
那些最伟大的经典书籍之中。著名教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一个真正
的人应该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
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百
本书。”而这样的经典好书更多地需要
我们“深阅读”“非功利阅读”，是需要
时间的，假期有着相对完整充裕的时
间，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通
过阅读净化心灵、重塑品格、提升自
我，同时也是养成阅读习惯、培养阅读
兴趣、提升阅读能力的好时机。

闲暇，让孩子在自主中实现
个性发展

当我们把假期真正成为假期，也
就是把闲暇赋予了孩子。闲暇是指个
人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完全根据自己
的意愿去利用、支配的时间。在马克思
看来，这样的自由时间正是个体全面
发展的条件，是人类通往“自由王国”
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指出，“把必要劳
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
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自由时
间，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充
分发展”。在假期相对集中的闲暇时间
里，孩子可以自由地选择热爱并感兴
趣的活动，这样的全然体验是轻松的、
自在的，惬意的，专注的，也是一个舒
缓压力、松弛身心、发展兴趣、陶冶情
操、激发灵感、自我教育的过程，对促
进孩子的道德、审美、智慧、创新和个
性等方面的成长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
的价值。

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闲暇时间，
决定了他的格局，他的高度，他的层
次，爱因斯坦曾说“人的差异在于业余
时间”，如何科学、合理、健康地处理闲

暇，树立正确的闲暇价值观，培养和提升
闲暇自主意识，对孩子的终身成长至关
重要。美国学者纳什把闲暇活动分为六
个层次：①违法不道德活动；②零价值活
动；③单纯寻求轻松、刺激、娱乐的活动；
④情感投入的活动；⑤积极参与的活动；
⑥创造性的活动，可见不同的闲暇活动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不同的影
响。努力创造条件为孩子提供积极闲暇
的空间，营造清朗健康的成长环境，引导
和帮助孩子在闲暇中自我规划、自我管
理、自我评价、自我发展，让孩子在闲暇
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陪伴，让孩子在情感联结中幸
福成长

情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是
生命的基本需求，而亲情是孩子情感满
足的源头。著名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
授指出，孩子对养育人的依恋是情感最
初的起点，当这种一对一的情感得到满
足，他就对外界建立了信任，并在这基础
上进而扩展到亲情、友情、爱情。她特别
强调家庭“养育”这个概念，认为养育是
建立孩子美好情感的过程，是塑造美好
人性的过程。据一份 2018 年针对 6 个城
市共2324名中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家
庭“冲突型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得分最
高，依恋型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得分最
低”，专家认为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可以
让青少年感觉自己是被接纳的，是网络
成瘾的保护性因素。该调查还发现，即使
青少年认为自己的观点不被接受，但只
要还可以获得父母关心，“青少年也会为
了不让父母伤心而不会沉迷于网络”。专
家指出，在对抗网络成瘾的过程中，父母
的作用非常重要，要给予孩子更多的理
解和关怀。

平日里很多父母工作繁忙，而孩子
学业负担较多，亲子沟通较少，亲子关系
得不到良好的维护，假期的到来是亲情
补缺和维系的大好时机。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因为
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爱和归属感。与其竭
尽全力为孩子创造丰裕的物质条件，还
不如多抽出时间给孩子一些陪伴，多一
些关爱。在上文提及的成长路径中，如果
有父母的陪伴和参与，那将是家庭最美
的幸福时光。和孩子去一次郊游或旅行，
一起享受自然山水的魅力，体验各地的
风土人情，能开拓孩子的眼界和心胸；如
果不出门，那么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共
读，这是给孩子最好的榜样；互相邀请参
加彼此的闲暇活动，也是不错的选择，跑
步、游泳、打球、烘焙、会友、唱歌、看电
影、做志愿者……假期不仅仅是功课，假
期也不仅仅是孩子，也是我们每个人美
好生活的重要时光。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思政部讲
师，博士）

为什么把假期还给孩子很重要
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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