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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小“神兽”们度过了史
上最长的寒假，进入了网课时代。这个特
殊时期，我们该如何与孩子和谐共处？

磨合期的慌乱在所难免

网课，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新事
物。当我们遇到孩子漏作业、做错题时，
在怒发冲冠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孩子遇
到了什么困难，是上课跟不上节奏？还是
课程内容没有理解？通过有效沟通，家长
才能对孩子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帮助。

循序渐进回到规律模式

当孩子们进入网课阶段后，很多人的
作息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该清醒上课的时
候困意还在，这样自然不能达到最好的学
习效果。所以，循序渐进地将作息调整到
常规上学时的规律模式，也是适应网课学
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享受当下

这是一段特殊时期，或许你与孩子已
经很久没有如此持久地待在一起了，你们
可以一起做一顿饭、做一次大扫除。

多关注彼此做得好的地方

这段日子对孩子很特殊，他们会有情
绪反应，需要关照。家长可以先将目光从
孩子的不足之处稍稍移开，多留意他们做
得好的地方，哪怕每天只是一点点的进
步，也要多鼓励。 据《文汇报》

网课时代
你和小“神兽”还好吗

眼下，因受疫情影响，很多学生仍
不得不居家进行网络学习。当家长复工
后，家里可能只剩下学生自己了。有的
学生便可能“哪吒闹海”，玩手机、斗
游戏、梦周公，把学习抛到脑后。结
果，很多家长吐槽“网课学习”，吐槽
孩子不能自主，不能自律。笔者亦有同
感。其实，冷静思考后就会发现，这也
是修炼慎独的机会。

学生在教室学习和居家学习，从一
定意义上讲，课堂本质没有变，变化的
是地点和环境，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
交流互动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常
说，危机出现后要学会化危为机。具体
到教育，家长、教师就得把眼光放长
远，把学生居家独处变成提高个人慎独
修养的机会。

何谓慎独？《大学》里讲，“所谓诚
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
色……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里
也提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是一种沉潜于渊薮的静美，是一种

至高的人生境界。达到慎独境界的人，
身处绚烂的外部世界能持有平淡心，不
染于世；能“降伏其心”，把纷扰的内
心世界安定下来，返璞归于赤子之心。

慎独，不是通过法律，也不是他律
强迫获得的；它应该是人心中的道德律
令，是靠个人修养而得的。慎独不是自
欺，而是“诚其心，正其意”，是对

“诚于中，形于外”的坚守，是对自我
内心崇高道德律令的敬畏。慎独是在不
管有人还是无人时，都如履薄冰、如临
深渊，始终不放纵自己欲望、不逾矩。

也许，用“四知的故事”更能通俗
地解释慎独的含义。据《后汉书·杨震
传》记载，一次，昌邑县令王密带十斤
黄金，深夜去拜访杨震，并说：“暮夜
无人知。”杨震严词拒绝了这份厚礼，
回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何谓无人知？”王密惭愧而归。这个历
史故事体现了慎独的真实含义，为我们
树立了慎独的典范。

教学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应与
时俱进，因地制宜。对家长、教师而

言，切莫刻舟求剑，因袭教育老办法。
特别是教师，网课的内容也应做出调
整。按照学情，可以把 《大学》《中
庸》里的慎独内容，或深或浅地传授给
学生，让学生润泽于慎独的雨露，接受
教育，自主、自律起来。我们可以先从
行为习惯抓起，提醒并督促学生每天都
要穿戴好校服，准时端坐在书桌前，按
时进入网络课堂；然后告诫学生要认真
听讲，多思考，做好笔记，主动与老师
互动，积极完成作业等。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三
省”就是慎独的一个极好的法门。我们
可以让学生在书桌边、电脑旁、卧室里
贴上“慎独”“自律”等字条，来警醒
自己。

对教师而言，能否抓住这难得的机
会并敢于发挥自己教学的主动性，就看
有没有教学智慧了。但愿我们都能抓住
这难得的机遇，让慎独这颗种子在学生
心中扎根、发芽，最终茁壮成长为参天
大树。

据《中国教育报》

居家学习“慎独”正当时

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觉得作文
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障碍，
二是没找到门路。为了破除学生对作文
的恐惧心理，诱导学生入门，在初一、
初二学年，我把作文改为叫“生活杂
记”，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写“生活杂记”较自由，没压力。
第一，没有命题，生活中的事无论大小
都可以写，篇幅可长可短，甚至写一个
小片段也行。第二，不要求当堂交，不
作为检测作文成绩，旨在练笔。这么一
来，学生对作文这项作业的感觉宽松多

了，初步排除对作文的恐惧心理。
写好生活杂记，首先要引导学生观

察生活，关心身边事、国家事。班里的
小琴同学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广州
市一夜之间发现有 30多位来自湖北竹
溪县的捡垃圾的孩子，记者及时报道并
协同广州市团委解救“垃圾儿”。这则
新闻让小琴深受感动，写了一篇文章，
我及时帮她修改，后来这篇以《爱心撒
满人间》为题的文章刊登在团省委《生
力军》杂志上。

除了鼓励、指导学生写生活杂记，
我还坚持将学生写的生活杂记精选后向

省、市报刊、电台推荐。不少文章被采
用了，如《小玫瑰的生日》《鸽子》《女
孩的梦》《妈妈教我炸芋饼》《好兆头》
等。这个方法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起到示范引导作用。有些原来不懂得通
过观察获取写作素材的同学，通过看刊
登的文章后懂了。正如一个同学在写作
体会中说：“杂，什么都可以写，再不
用挖空心思编了。一开始我不知怎么
写，后来看了选登的生活杂记，我恍然
大悟，生活多姿多彩，怎么会没东西可
写呢？”而当同学们觉得生活杂记有东
西可写时，便算是入门了。 李思超

怕写作？试试写生活杂记

来源于 《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
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无复著手处也。

杜预，字元凯，是西晋一位著名的将
领，就在他被封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军
事后不久，他又向晋武帝建议出兵彻底消灭
吴国。晋武帝犹豫未决，便召集大臣们一起
商议，结果有不少大臣表示反对。他们认为
吴国是一个强敌，加上当时正值盛暑，河水
泛滥，很容易发生瘟疫，对不适应在沼泽地
区打仗的北方士兵来说，是很不利的，不容
易取胜。因此，他们建议等到明年春天再发
兵，那时才有比较大的取胜把握。

可是，杜预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
“战国时代的燕国大将乐毅，在洛西一战，
一口气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这除了指
挥有方以外，主要是士气旺盛；而现在我们
已经灭掉了蜀国，将士的士气正在旺盛的时
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兵去攻打吴国，就像
是劈竹子一样，等劈裂几节以后，剩下的便
会迎刃而解，而不会有任何阻碍了。”

晋武帝听了，同意了杜预的意见。于
是，杜预立刻出兵，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
里，攻占了吴国的许多城池，还俘虏了吴国
都督孙歆和文武高级官员200多人。接着，
杜预率大军势如破竹地向吴都建业进发，很
快攻下了建业，灭掉了吴国。

势如破竹
钱伟长，1912 年 10 月 9 日出生

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
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随叔父在苏
州读书。后来，叔父钱穆到北京大学
与胡适同时担任中国通史的教授，成
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他的母亲王秀
珍和善而勤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
蚕、糊火柴盒贴补家用。清贫的幼年
生活和母亲的贤良品德，帮助造就了
他在曲折的一生中独立支持的精神
力量。

小学时期，钱伟长主要学习国文
和历史，15岁考取苏州中学读高中，
学习到数理化和西洋史。苏州中学
的数学老师严晓帆、西洋史老师杨人
缏、中国史老师吕叔湘、地理老师陆
侃舆，都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
象。文学课则由他的叔父钱穆任
教。他经常在严晓帆老师的宿舍里
晚自修，在理科方面有了一些进步。
步入青年时期的钱伟长文史成绩优
异，但他为科学救国而弃文学理。19
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
学和上海吴蕴初的清寒奖学金。来
到清华大学后，即发生了“9·18”事
变，出于忧国忧民之心，他要求读物

理系，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物理系主
任吴有训答应他试读一年。他克服了
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数理课程
超过了70分，从此，迈进了自然科学的
大门。理学院院长叶企荪，以及赵忠
尧、萨本栋教授也常给他们上课。起
初，钱伟长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强记物
理学的典籍。而吴有训教给他，不要
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
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看到没有
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钱伟
长学到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一生治学
的特点。 据中国网络电视台

钱伟长：为国而学
疫情期间，在家的孩子们容易出现各

种情绪波动，可多做一些运动类游戏来缓
解这种情绪波动，为什么呢？因为运动类
游戏有以下 5种好处：1.避免变成胖子；
2.解放眼睛保护视力；3.缓解情绪低落；
4.增进亲子关系；5.增强免疫力。

如果按照学校布置的运动课程和规则
来监督孩子，往往收效甚微。那怎么让孩
子喜欢动起来？下面罗列了一些适合孩子
的居家运动：

趣味性：把想做的运动变成游戏，例
如“花式拍皮球”和“跳房子比赛”。

互动性：把原本单人的项目变成竞赛
性质，例如“一分钟跳绳比赛”和“多人
接龙踢毽子”。

以身作则：和孩子们一起游戏。趣味
性有了，别指望着孩子们能自己循环训
练，家长们应参与游戏，一起锻炼。这样
不仅有助于提高亲子关系，也会增强孩子
对运动的喜爱程度。如果家长也是运动达
人，那就一起练。 据人民网

疫情期间
别忽视孩子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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