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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焦点

点 评

据媒体报道，“送儿子去北大，
店铺歇业，喜糖自取”，因这条横幅
火出圈的鸡蛋灌饼店主彭勇，近日
再次来到北大。这次，他化身为彭
师傅，受邀参加北京大学2022国庆
校园美食文化节，将家乡的鸡蛋灌
饼带到北大农园食堂。

彭勇告诉媒体，“这算是沾了
儿子的光，还有我儿子的同学专程
到这买灌饼，和我合影。”在彭师傅
看来，将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正直善
良的人，比聪明、成绩好的人更重
要。“孩子或多或少会受到父母的
影响，我们做父母的乐观一点，看
待事情积极一点，孩子自然也会保

持好的心态走得更远。”
彭勇的一席话，让人突然觉

得，这个做饼的师傅不简单。某种
程度上，他道出了那些培养出清北
学霸家庭令人羡慕的秘密：不是家
庭财富，不是社会地位，而是良好
的家风家教，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使
一个人走得更远。

基本上，中国传统家庭挣脱
不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模式。于是，我们日常生活与孩
子的相处，总是非常在乎孩子的
成绩。有的孩子在家里，几乎什
么都不用做，只要成绩好，万般
皆下品。家长见了孩子，开口询

问也总是“今天考得怎么样”，而
不是“你今天开心吗”，帮助了什
么人，有什么收获。当家长的眼
光聚焦在孩子的成绩上，他们在
学习上的心理压力会很大，反而
使之产生厌学的心理。

反观彭勇，日常并不是那么在
乎孩子的学习，孩子平时来灌饼店
帮忙也不拒绝，这与平时“鸡娃”的
家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为父
亲，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孩
子，与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
人。父亲的谦虚低调，营造了自由
宽松的家庭氛围。这是一份无声

的嘱托，一种无言的教育，在潜移
默化中，塑造孩子的心灵，影响孩
子的成长。

家是一个人最初的起点，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家
庭教育远不止上辅导班培训课那
么简单。家长们总是常恐自己无
远见，常恐自己无正见，从而

“误我儿女生”。但其实人生是一
场马拉松，很多时候，孩子保持
向上向善的状态，比起跑时的排
名更重要。家庭教育就是从起点
到终点的全程教育，而少一些急
功近利的家风家教，才是一个孩
子真正的起跑线。

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也可称之为附小
的“修身课”。

“我们开展‘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
并在2020 年形成了正式的校本教材。”分
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幸卫芳翻开教材告诉
记者。

教材内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学校礼”
和“家庭礼”，其中，学校层面有问候礼、课堂
礼、课间礼、集会礼、两操礼、放学礼、乘车
礼、卫生礼；“家庭礼仪”包括起居礼、就餐
礼、待客礼、孝敬礼、学习礼、安全礼、健身
礼、家务礼、规划礼、网络礼。

教材中的每项礼仪，都由学校老师编制
了相应的口诀口令，读起来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几遍下来就能熟记于心。

这本教材，就像每天学生上课要用到的
其他教材一样，不仅在教育月实践，而且是
每一天，在学校每个角落都要落在实际生活
中。同时，各班主任、科任教师还结合学科
内容和特点，在原本的礼仪口诀口令基础上

“锦上添花”，使学生熟记口令、口诀，切实落
实“习礼”环节。

班级配合进行“十佳小公民”评选，在某
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可获得老师赠予的小
卡片。每月末，获卡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学生
可获班级“十佳小公民”称号。“十佳”内容包
括文明礼仪、课堂守纪、课间安全、集会规
范、运动健康、路队规范、文明乘车礼仪、热
爱劳动、志愿服务、家庭礼仪。

“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是附小育人模式
的创新突破点，与“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
的校训相吻合，引导学生做好自己事、处理身
边事、做出文明事，促进学生自律意识的形
成，最终实现学生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

修身课成为必修课

●本报记者 陈 渴 文/图

奶奶走了，在桂花香里。一切忘不了的，都变成一
帧帧画卷，封存于记忆深处，忍不住一遍遍翻阅。老家
院子里的那棵老桂树，每年农历七八月份，总是花香十
里，爷爷守着它。

想起奶奶说，它快一百岁了。
小时候，爷爷是我崇拜的大能人，三下两下，一架秋千

便挂在了老桂树上。我迫不及待地攀上去晃几下，笑着对
爷爷说：“爷爷最厉害了。”每回荡秋千，身上总是落满桂
花，一股清香萦绕在鼻间。

那年春节，爷爷在桂树下忙着，一大早，我便被窗
外的爆竹声和嬉闹声吵醒。母亲敲开我的房门，让我快
些理理自己，家里来客人了。下楼后，一个面生的女人
和男人站在客厅，女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
小的男生。母亲告诉我，那是我的姑姑、叔叔和小表
弟。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便带小表弟一块儿玩去了。

吃饭时，我跑到厨房，奶奶一边笑着给我夹年糕，一边
说：“来得正好，年糕蒸软了。”奶奶看着我，眼睛开心地眯成
了一条缝。那块年糕是什么滋味，早已忘了，奶奶的笑容却
记得很深，是奶奶最开心的一天吧。

早些年，奶奶还算得上硬朗。父母不在家时，奶奶总会
为我梳头打扮，时不时说几句玩笑话：“长大后一定是个漂
亮的姑娘……”奶奶总是护着我。

有一天，奶奶把我叫到身旁，悄悄塞给我一个小木盒，
严肃地告诉我：“要认真保存！”我从未见奶奶这么严肃过。
后来我才知道，小木盒里装的是奶奶的嫁妆，一些金银细
软，约半斤。明白奶奶的心意时，我愣了一会儿，找到奶奶，
有点心酸，仍笑着和她说：“奶奶，等我出嫁时，您亲自为我
戴上吧。”奶奶笑了笑，没有说话。她开始很少出门，偶尔去
赶集，定会带上好吃、好玩的回来给我。我倚在奶奶身上吃
着米糕，对她说：“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依靠。”却没注意
到，奶奶的头发不知何时全都花白了。

一个人能走动的范围，就是奶奶全部的世界。母亲说，
奶奶老了。

于是，一家人决定带奶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奶
奶不肯。奶奶一生从未停止劳作，每次见她，她总是在忙。
以前，我家附近经常有流浪狗，母亲总会拿些吃的，施与它
们。院子里的阿猫阿狗们，也都各自寻着自己的乐趣，好处
是，我们不在奶奶身边的日子，她至少不会感到寂寞。

奶奶的三个孩子，成年后各自奔波，以前还好，大家时
常回来相聚。印象最深的两次：一次在春节，所有人都在；
另一次在六月末，天空被乌云覆盖，倾盆大雨，桂花却开得
正盛。姑姑在奶奶床前哭了又哭，父亲穿着孝服跪在那儿。
而爷爷，一直沉默着，独自坐在角落里。我许久没有反应过
来，直到母亲抱着我说：“奶奶走了……”

后来，我们搬进了新房，爷爷仍坚持守在老房子里。每
次回家，见得最多的，便是爷爷看着屋前的桂树发呆。雨水
打落桂花，清香依旧淡淡的，弥漫在空气里。奶奶没能等到
我身披嫁衫的那一天。现在，那个院子里已经没有了奶奶，
没有了秋千，没有了像桂花一样的女孩……

桂花香里
●清流县城关中学九年（14）班 江 颖

这些陈年往事始终有一条情感之线贯穿始
终，那便是对家乡、对童年、对亲情……尤其是对
奶奶的深深依恋。因为有了桂花的牵挂，全文浑
然一体，层层递进。作者怀着满满的童真，用稚气
而鲜活的个性化语言，娓娓诉说。 （李新旺）

世界上最无私、最纯洁、最伟大的爱是母爱。
母爱，藏在我的早餐中。每天早晨，我一起床，看

到碗里热气腾腾的稀饭和桌上香喷喷的鸡蛋炒洋葱，我
就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母爱。我心里真的很想说一声：

“妈妈，您辛苦了！”
母爱，藏在我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天早上，妈妈骑着

电动车送我上学，中午又冒着严寒或酷暑接我回家，无论
是春夏秋冬，还是电闪雷鸣，刮风下雨，妈妈总是默默无
闻、任劳任怨，一直陪伴着我。

母爱，藏在我的学习。她为我学习上的点滴进步而高
兴，每次我将试卷给妈妈签字时，她看到 95 分以上的成
绩，脸上总会露出甜美的微笑。有时，我考试考差了，她又
会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下次考好。

母爱，藏在我生病的时候。常言道：孩子是妈妈的心
头肉。记得有一天夜晚，我觉得十分难受，妈妈用手一摸
我的额头，就感觉摸在了火上一样，她立刻用体温计帮我
测体温，竟然高达39℃。妈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
爸爸出差了，她只好背起我到附近的医院看病，可街道医
院关门了，她又只好背着我到县医院急诊。天空也不作
美，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打在妈妈头上，这时我已经分不
清妈妈身上是汗水还是雨水，我不由地心酸起来。我们到
了县医院急诊科，值班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说是重感冒，
帮我打了一针退烧针，还给我开了一些药。回到家后，妈
妈烧了开水让我把药服下。这一晚，妈妈一直守在我的床
头，有时用手摸摸我的头，有时关切地问我好些了吗？她
一整夜都没合眼。我醒来时，看到妈妈布满血丝的双眼和
头上的几根白发，不禁潸然泪下。

母爱是最浓的情、最深的爱，是对孩子无私的舍己，全
心的付出。母爱是世界上最平常却又是最伟大的爱。

母 爱
●将乐县杨时小学五年(3)班 范书宁

小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把“藏在早餐
中、藏在上学和放学路上、藏在我学习中、藏在
我生病的时候”的母爱，生动形象地记叙下来，文
章感情充沛，语言自然朴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
母爱的赞美和对母亲的感激之情。 （廖应云）

家风如细雨 滋养儿女心 ●陈 江

作为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在“小公民规
则素养教育”的沐浴下，学生有了肉眼可见的
成长。

课堂礼让六年级学生陈彦宏提高学习效
率，养成了良好的读书写字习惯；五年级学生陈
昕怡帮助低年级的学生改掉课间追逐、公交站
打闹的坏习惯，提升自己的同时也帮助了他人；
规划礼让四年级学生张一婷懂得规划时间，分
清事情主次，在课余生活中也能做到守纪律、讲
文明；三年级学生林曼兮明白了老师不能帮自
己完成所有事，因此她变得更加自立；二年级学
生夏艺恩懂得体谅家人的付出，总是默默地帮
助家长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

孩子们朝着好的方向不断进步，家长们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

一年级的曹宁远上学以后，变得更懂礼貌，
在家还能主动做家务，他的爸爸感到惊喜：“孩
子首先要懂文明、有礼貌，而后才是成才，‘小公

民规则素养教育’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
陈邓宇恬妈妈点赞学校“十佳小公民”的做

法。她说，这是对孩子的肯定，让孩子更有动
力，为了更多的小公民卡而去努力，从而养成良
好的习惯。

无规矩，不成方圆。五年级学生郭子曼的
变化，她的爸爸倍感欣慰。之前，女儿性格自
我，在家任性随便，现在更会为他人考虑，会主
动帮助家人，这也让身为家长的他学到了很多，
和女儿一起进步。

魏哲森父母工作繁忙，他从小就在长辈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养成了挑食和浪费粮食的
坏习惯。自从学习了规则素养教育的内容，他
明白了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也是就餐礼仪的内
容，学会用规范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

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品格，品格决定命
运。小魏的妈妈感言：如今，孩子能用文明准则
规范自己，身心得到充足的滋养。

习礼行礼促成长

在幸卫芳看来，孩子习惯养成是一个反
复的过程。“如何让孩子把行为规则记于心，
导于行，这是我们推出‘小公民规则素养教
育’的初衷。”

而“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在学校得以顺
利施行，离不开学校各部门形成合力，以及家
庭的共同参与。德育室主任钟龙清告诉记者：

“我们和家长达成共识，那就是习惯的培养先
于成绩。”钟老师坚信，抓好规则素养教育，就
等于为学生成绩做了最好的铺垫。

实施“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以来，放学礼
和问候礼给学生带来的改变，让钟龙清印象深
刻，“走在校园里，‘老师好’的问候不绝于耳，
孩子们更加不吝对我们表达感谢。放学时，学
生行放学礼，整齐安静地走出校门，向家长展
示了附小学子的精气神。”

进入附小工作以来，三年级班主任曾子玥
对“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印象深刻。回忆起
最初的情形，曾子玥说，刚开始，一年级孩子很

难安静下来，这时，引导他们念出“一二三
请安静坐端正，小嘴闭起来，小手要放好”，
不一会儿课堂就会鸦雀无声，这对老师管理
班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刚带完六年级毕业班的老师姜悦，这学
期负责一年级的小朋友。丰富的教学经验，
让她明白低年级学生需要手把手教导，而高
年级学生则拥有较强的自主性，这就决定了

“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在不同年级学生中的
侧重点。

“对低年级学生而言，行为习惯的教授更
细节，在传递这方面知识时，需要讲得很
细，一次只能教一两种，要手把手地示范，
并且多次训练强化。但是对于高年级的学生
来说，我通常只就某个重点进行引导。”姜悦
说。她认为，践行集会礼十分重要，这相当
于班级的名片，可以让外人看到班级风貌，
所呈现的是班级形象，可以增强学生对班集
体的认可度和荣誉感。

规则素养教育与课堂教育相辅相成

灼见·心音

老师写给孩子的表扬信

▶学生行课堂礼

▼孩子们在展示礼仪风采

9月30日，三明学院附小举行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月颁奖仪式，表彰在小公民规则素养

教育月中表现出色的班集体。

“一二三四五六七，排队集合快静齐！”一声声有力的口令，回荡在学校上空。这一声声、一

句句道出的规则，早已成为附小学子的行为习惯。

种种好风气的养成，得益于2019年起附小开始施行的“小公民规则素养教育”。

让好习惯相伴成长让好习惯相伴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