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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园地

教育大家谈

生活中，报纸给人们带去的
是资讯和知识。在漯河市第二实
验小学 （以下简称二实小），报纸
是孩子们的好老师。二实小五
（2） 班班主任刘博为班里的孩子
们创办了一份班级报纸——《尽
心书斋半月谈》，将学生的好文章
精选出来刊发在报纸上，让孩子
们都过把“上报纸”的瘾。

回归真实生活
培养表达意识

班 级 报 纸 并 不 是 刘 博 的 原
创，而是他在外地学习时发现的
教学良方。从 2012年开始，刘博
就为自己的学生办报纸，如今已
经出版到第 72期。其间他进行了
很多次改版和大胆的尝试。现
在，刘博的班级报纸已经基本定

型，每半个月出一期，一期四
版，排版、编辑、校对都由刘博
一手包办，中午的休息时间都被
他用来选稿和排版。今年，他计
划在学生当中培养几名编辑，让
学生进一步了解报纸。

刘博说：“报纸是表达意识的
觉醒，如何让孩子对写作提起兴
趣？首先要让孩子们表达出来，
然后培养他们的读者意识、作家
意识。我们选稿的重要标准就是
真实，一定要是孩子们内心最想
表达的、生活中真实经历的。”

班级报纸上的文章以学生的
课堂作文和课下习作为主，孩子
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好文章投稿到
刘博的邮箱，取材多样。有了班
级报纸，学生们的写作兴趣日渐
浓厚。班里很多孩子现在有了弟
弟妹妹，二胎的话题也被很多学
生写进了自己的作文。当了哥
哥、姐姐的小学生内心世界如
何？打开刘博的班级报纸就能一
览无余，幸福、抱怨、失落、纠
结……种种心情都被孩子们以生
动的生活实例表达了出来。一篇
篇真实、生动、诙谐、幽默的文
章，让人读时不禁会心一笑。

小报激起千层浪
家长师生动起来

这份班级小报的读者甚广，
上至校长下到同学，甚至家长、
老师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
每当有好文章出现在报纸上，刘
博就会邀请班里的同学在作文课
上大声喊出作者的名字和文章题
目，这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鼓
励。有了这份小报，每周一次的

作文课给孩子们带来的不再是苦
思冥想的痛苦，而是能否登上报
纸的期待。

为了进一步鼓励学生，刘博
每周都会评出最佳文章和最佳题
目，邀请优秀文章的作者在报纸
上开专栏、写专版、写专刊。写
专刊的孩子还可以邀请爸爸妈妈
写开篇语，一份专刊大概能容纳
9000多字，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写出这些文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完成任务后，刘博会在班里
为这些写专版、专刊的小作家开
作家见面会，现场还有班里的同
学负责录像和采访，这些小作家
还要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刘博
说：“开完作家见面会后，孩子是
真爱写，没开会的是真羡慕，都
会积极模仿，这样孩子的写作兴
趣就完全被激发了。”

刘博还鼓励孩子们写高考作
文。在高考结束后，刘博会发一
份高考专刊，完全按照高考作文
的要求，让小学生写一篇 800 到
1000 字的作文真不是件容易的
事，但是，让刘博意外的是，孩
子们不但达到了字数的要求，还
有一部分学生的文章已经有了议
论文的感觉。

连载小说、高考作文、作家
见面会等，围绕这份班级小报刘
博为孩子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
动，也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关于文
学的梦。刘博说：“学生作文之所
以写的枯燥是因为孩子们的生活
简单，要鼓励他们在简单的生活
中发现小乐趣。以真实为导向去
引导孩子，他们就会写出真实的
文章，不求遣词造句，但所谓

‘真、善、美’，首先要真实。”

刘博的办报式作文教学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文姣

□胡芳源

夏 天 的 夜
里，把月亮从水
里捞出来，剪碎
冰镇在冰水里几
个小时。吃的时
候，月亮凉凉的、甜甜的。如果
人比较多，可以多放几盆水，就
会有很多个月亮可以吃。

秋天的云朵一团一团的，肥大，飞得很低。拿来
用剪子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拌砂糖吃最好，也可以
手上蘸点蜂蜜水，不停搅拌云朵，边揉边蘸蜂蜜，不
一会儿，就揉成了一个淡黄色的可爱的云团子。

安静的夜里如果有夜莺在唱歌，就小心地把一个
空玻璃瓶放在它附近，等声音快装满瓶子的时候马上
盖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声音吃了，甜甜的、暖暖
的，这几天你的声音就会很好听。

夏天阳光强烈的时候去树林里，你会看到一束束
阳光射进来砸在地上。架梯子站高点，顺着缝隙把阳
光剪下来，长长的一条光带就掉下来了。把它带回家
冻了吃，甜美爽口。把剪成小段的阳光带放在玻璃瓶
里，可以照明，寒冷的冬天可以抱着阳光取暖。

夏季的清晨，植物的叶子上总有露珠，当露珠滑
下来的时候，就变得晶莹剔透。在果园里，你得早早
地，拿着玻璃杯去接露珠，滴下来的露珠都有清甜的
味道。它们凝聚到一起，就变成了一杯清甜爽口的果
子露。

冬天的雾、北方的雪、雨后的彩虹……样样都是
人间美味，每个人吃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尝到的是什
么味道？对啦，这是未来的味道呀！

作者系小学五年级学生

未来的味道

刘博和孩子们一起办的《尽
心书斋半月谈》。

□谢可慧

家里宴请的时候，总是我最
担心的时候，因为女儿变得越来
越霸道，随之而来的是，我姐姐
的女儿变得越来越谦让。

我一直不喜欢我女儿“为小
自尊”的腔调：仗着自己年纪
小，拼命地去索取，因为在她的
概念里，小就有资格拿到自己想
要的，小就有资格获得别人的疼
爱，小就可以从别人手中轻而易
举地获得。在大人们一次又一次
地劝导下，我的外甥女骨子里开
始渗透了一种“过于谦让”的精
神。

有一次，我女儿为了一颗鱼
圆大喊大叫，我奶奶说了一句：

“姐姐让着

妹妹，你把你碗中的那一颗给你
妹妹吃。”

外甥女不声不响，像做错了
事一样，把鱼圆从碗里拿了出来。

我当即制止了，我说，你只
有一颗，你也没有多余的，你也
很想吃，你为什么要让给你妹
妹？然后我把那颗鱼圆还到了她
的碗中。

女儿还在作天作地大哭。我
一般不会理会这样的行为，我只
觉得该属于她的，她能够不遗余
力争取，我给她喝彩；不是她
的，她满地打滚，我也不会理睬。

因为我记得，外甥女虽然人
高马大，也总会被人欺负。她还
说，我怕别人哭，所以由着她们
了。我和她说了很多遍，既然别
人都不关心你会不会被打哭，你
至少也得告诉老师啊。她没有声
响，默不作声的样子。

适度谦让是有礼貌，过分谦
让就是无能和懦弱。

而“中国式教育”中的谦让
精神，总是有一种过度
用力。当你自己很需
要、很渴望的时候，当

你凭着自己的能力拥有的时候，
当你并不富足到可以割舍给别人
的时候，说明你根本没有能力谦
让。你过于满足别人，谁又来爱
护你呢？守住你自己拥有的一
切，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

这不是自私，也不是精明，
而是别人的欲望你始终满足不
了，也不该由你来满足。

我就是不想让孩子在并不具
备谦让能力的时候，胡乱去谦
让。因为你该得的，你就要争
取；是你的，你就要守护。今
天，他可以随意谦让，未来也难
说，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
会不会退到最后面的位置。

那种软弱而不自知，会像麻
醉剂，深入他的骨髓。若干年
后，别人都前仆后继，只有他，
在原地说，你们先。

世界很温暖，也很凉薄。让
孩子看住自己该得的一切，是一
种起码的本事。

不 太 谦 让 的 孩 子 ， 若 干 年
后我们也敢放心让她去飞，知道
她不会受到伤害，也知道她懂得
分寸——不去抢夺，也不被抢夺。

我为什么不希望孩子太谦让

父母课堂

春节，家长发红包发到心酸，孩子收红包收到手
软，一般来说，孩子收压岁钱能收成百上千，多的甚
至能收到上万元。看着孩子收到沉甸甸的压岁钱，家
长在高兴、感谢之余，开始犯愁了：这笔钱咋处理好
呢？

让孩子自己理财吧，不放心。完全不让孩子动这
笔钱吧，说不过去。大多数父母还是习惯性地“收
缴”，或者把这笔钱暂时保管起来。其实，通过过年
收压岁钱这个机会给孩子培养理财意识，绝对千载难
逢。父母可以教孩子把压岁钱分放进3个“储蓄罐”：

“储蓄罐”1——“需要”。用来满足日常开销，
包括生活中常用的如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比如公
交车费、餐费、书费。这一部分钱最好留着现金，让
孩子看得到里面的钱。

“储蓄罐”2——“想要”。完成孩子的梦想目
标，起初目标可设置得偏低一点，如孩子想要的游戏
机、玩具等。这部分金额可占压岁钱总数的 50%以
上，也可以存进银行。

“储蓄罐”3——投资账户。一是存进银行，二是
由父母代购理财产品，例如买股票、基金、少儿保险
等，这个罐子里的钱是用来生钱的，也就是要想办法
投资，让钱越来越多。父母最好不要轻易挪用这笔
钱，保证孩子的知情权。 魏 鑫

咋管孩子的压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