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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2年的年的第一场雪第一场雪
●王钰轩 gx2111131
马村工小四（3）班

大雪装扮过的世界，总是给人一种
纯洁的感受，令人内心充满欢心喜悦。
万物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银装索裹，
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穿上了妈妈为她准
备的雪白纱衣，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轻轻
触摸一下。

我火速向楼下奔去，生怕这可爱的
雪花被谁一下子抢走似的。我捧起一把
干净的雪，来回抚摸，满足了自己触摸的
欲望。这时，抬头望向天空，已是雾蒙蒙
的一片，不时有洋洋洒洒的小雪飘落下
来，飘在宽阔的马路上，飘在高高的屋顶
上，飘在大树的枝头上，也飘到了小妹妹
的身上……

我伸出手，一片晶莹洁白的雪花飘
到了手上，我欣赏着她神秘美丽的模
样。可她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刚
想再凑近一点，她仿佛害羞了，顷刻间便
融化成了小水珠，从我的手心滑落下
去。我有些失望，可是我对她的爱恋没
有停止。

我爱这场洁白无瑕的大雪，因为她
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带来了无限向往。
更让我爱的，是她的默默无闻和付出，她
滋润了每一个人的心田，因为她，农民伯
伯明年的收成有了指望；因为她，空气变
得湿润，大家的呼吸道变得更畅通；因为
她，使时刻保卫边疆安全的解放军叔叔
们的意志变得更坚强。

我爱你，2022年的第一场雪！
（指导老师：赵素香）

今天一出门，哇，外面下雪
了！汽车上、草地上、小凉亭顶上
都铺满了雪，我用手摸了下，凉凉
的，软绵绵的。

在路上，有一块大大的麦田，

上面也铺满了雪花，好像盖了一
层厚厚的棉被。俗话说得好：瑞
雪兆丰年，明年麦苗肯定长得壮壮
的。

我在想，校园里肯定也铺满了

雪，操场上、树上、旗台上都是白白
的雪，银装素裹，美丽极了。

我好想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
打雪仗、扔雪球啊！

（指导老师：许珂）

2022年的第一场雪惊
喜而至，早晨起来，我睁开惺
忪的睡眼往窗外一看，到处
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顿时惊
呼一声：“下雪了！”我迅速刷
牙、洗脸、吃饭、写作业，然后
迫不及待地下去玩雪。

天空还在纷纷扬扬地
下着雪，雪落到哪里，哪里
就像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
被。我想起老师教过的《沁
园春·雪》，不禁背出声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我找到一处绝佳
的地方，用雪搭建了一座冰
雪王国，玩得不亦乐乎。周
围也有不少人专门下来玩
雪，有的在滑雪，有的在打
雪仗，还有的在用模具做各

种各样雪的造型。不远处，
有一个老爷爷在堆雪人，本
来我还以为是老爷爷童心
未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他是在给自己远在深圳的
外孙女堆雪人。他的外孙
女特别想回来玩雪，可是因
为疫情暂时没有办法回
来。老爷爷就和老奶奶以
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里下
雪的场景展示给外孙女看。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
慨：我们的祖国真是幅员辽
阔，原来只有生在北方才能
享受玩雪的乐趣，而生活在
温暖南方的小朋友们就无
法体验玩雪的乐趣，真是太
可惜了。

一场冬雪如约而至，小记者熟悉的校园变了模样，花坛变白了，操场变白了，房
顶上、大树上都积了雪，银装素裹的校园格外美丽。一起欣赏记者镜头下的雪后校
园，期待新学期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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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雪了雪了
●张宸夕 yhl2201019 映湖路小学二（1）班

北国雪趣北国雪趣
●黄妙戈 jd2108124 焦东路小学二（13）班

黄妙戈。 （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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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东环小学。
图② 市实验小学。

图③ 丰泽园小学。
本报记者 贺 君 摄

不少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孩
子不听话还爱跟大人顶嘴：“我不愿
意”“凭什么听你的”“这不公平”于
是父母们常常被激怒，与孩子唇枪
舌剑不管用时，甚至大打出手。即
便如此，孩子也不服气，令父母尴尬
又气恼。

如果父母只看到消极的一面，
就会认为孩子顶嘴是故意跟自己对
着干，如果换个视角，站在客观的立
场来看，会发现孩子顶嘴并非坏事。

爱顶嘴的孩子有独立自尊意
识，且会表达自己的意愿。随着年
龄的增长，孩子逐渐有了自我意识，
对大人们不符合自身意愿的要求会
提出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父
母不应该追究顶嘴行为本身对不
对，而是应该听孩子解释，思考他的
意见是不是合理。当孩子感受到自
己的意见得到尊重，也会尊重大人
的意见，在彼此尊重的氛围中沟通，
便能避免或减少冲突，达成解决具
体问题的共识。父母对孩子意见的
尊重有益于孩子自尊心的培育，让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建立自信。

爱顶嘴的孩子不盲目服从，顶
嘴有助于提高孩子据理力争的能
力。孩子小的时候，许多父母希望
他乖乖地听大人的话，但等到孩子

长大后与人交往不善于表达、遇事
不会据理力争时，又埋怨孩子窝
囊。其实，孩子的表达能力不是天
生的，需要有一个学习、实践的过
程。父母如果习惯以自己的权威压
制孩子的意见，他表达自己意愿的
能力会渐渐弱化。如果父母对待孩
子顶嘴的态度是宽容的，孩子可以
意识到权威并不都是正确的，无须
盲目服从，他也会动脑筋分析、寻找
说服大人的理由。当可以充分阐述
自己的想法并得到认可，孩子感受
到据理力争的力量，便逐渐学会说
服他人的技巧，提高据理力争的能
力。

顶嘴其实能帮助孩子追求创
新，锻炼批判性思维能力。现代社
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愈显重要。发明飞机
的莱特兄弟的父亲非常相信辩论的
好处，争论是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
交流方式。莱特兄弟正是在一次激
烈的争论中，在重要决定上达成一
致——给飞机设计两个螺旋桨，最
终获得了成功。破旧才能立新，孩
子跟大人顶嘴，正是挑战权威、追求
创新、锻炼批判性思维的好机会。

顶嘴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
调节不良情绪。父母如果压制孩子

表达异议，孩子表面上服从，但化解
不了内心的质疑和不满，长此下去
不仅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还会
积累更多的负面情绪。当孩子有不
解、委屈、不服等情绪时，爱顶嘴的
孩子可以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是
一种对不良情绪的释放途径，可以
减轻自身的心理压力。可以说顶嘴
是孩子宣泄的“排气阀”，也是父母
了解孩子真实想法和疏导不良情绪
的机会。

因此，父母不妨放下家长的架
子，与孩子平等相待，以宽容和接纳
的态度对待孩子的顶嘴，并教孩子
进行有益的争论。

一是审视对孩子要求的合理
性。当孩子顶嘴的时候，先不要批
评孩子，而是听听孩子不听话的理
由，审视一下自己对孩子的要求是
否合理？为什么不被孩子接受？
换一种说法或者做法是否同样可
以达到目的？如果以压服的办法
让孩子顺从，只能是压而不服，使
孩子产生对立情绪，或者走向反
面，变得唯唯诺诺、循规蹈矩，失去
自己的判断力。

二是培养孩子讲理的能力。不
要戴着有色眼镜，把孩子顶嘴看成
是与大人对着干，而是通过讲理来

解决问题。真正懂道理的孩子会在
觉得父母有理时选择顺从。孩子对
父母的不尽合理或者不符合自己意
愿的要求敢于争辩，表明他参与意
识的觉醒。在争辩中，父母与孩子
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理由，孩子说
得有理就听孩子的，大人要善于妥
协；大人要是能以理服人，孩子就会
听大人的。这样以客观的态度共同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利于培养
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
同时也尊重了孩子的参与权。

三是肯定孩子的批判精神。孩
子与大人顶嘴，往往是在挑战权威，
表现自己的个性。有时候受自身认
知能力的限制，难免认识偏颇、态度
偏激，或者也有无理狡辩的成分。
家长要肯定孩子的批判精神，同时
分析孩子的想法，客观地引导他形
成正确的认识，这是教育的责任。
保护孩子的批判精神，需要父母开
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气度，是培育孩
子的思想独立性和理性思维能力的
重要条件。

当然，接纳孩子顶嘴，并不意味
着放任孩子跟大人对着干。对孩子
无理取闹的不良行为，要予以制止，
并引领孩子学会以理服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乎
国运，同时也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未
来，因其重要性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
焦点。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
步，形成了诸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
论、教育流派，甚至是每个家长都能
头头是道、高谈阔论地讲出自己的教
育经验，甚至有时谁也说不服谁。教
育的真谛是什么？我试着从字源的
角度去探究教育的本真，仅为个人观
点，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教育的构成元素非常多，我以学
校、班级、学生、学习、教师、教育这些
因素入手，进行字源分析。

学篆作學，古文作斆。學篆文，
斆省。《说文解字》觉悟也。从教从
冂。尚矇也。冂下曰：覆也。蒙童，
故教而觉之。此说从冂之意，详古之
制字。秦以来去攵作學，主于自觉。
爻是组建卦象的符号，代表知识，下
面是子，出生不久的小孩不懂知识，
脑子小，尚矇，故曰童蒙，中间是冂，
小孩子懵懂无知，就像用布蒙住了孩
子看不见上面的知识，臼可以理解为
老师启蒙用双手揭去孩子头上的蒙
布。所谓格物致知，本意就是，让正
确的外物形象和知识进入孩子的心
里。学记曰：學然后知不足，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也。知不足所谓觉悟也。
教《说文解字》上所施下所效

也。从孝。教字右为反文旁即古攴，
攴即为手拿教鞭权杖，左为上老下子
或上爻下子，会手执鞭子督促蒙童学
习知识之意，在监督之下把知识传授
给孩子，或者在严厉的督促之下，让
孩子效仿老人的做法。教和学是同
一件事的不同方面，故教、学、效相
同 。 今 东 北 人 还 把 学 念 xiao（阳
平）。记又曰：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
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校，教学之宫，施教求学的地
方。专门进行的教育机构为xiao（去
声）《说文解字》：校，木囚也。作为古
代拘囚犯人的刑具，读作jiao（去声）
引申为訂正、考訂。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都包含有学教，订正改正
之意。

班，《说文解字》分瑞玉也，会
意。从玨，从刀。金文，中间是刀，左
右是玉。象用刀割玉。本义:分割
玉。分割玉一定要按照纹理来进行，
不然美玉会被破坏掉，把孩童都当未
雕琢的璞玉看待，按照年龄，智力分
别对待。

师，《说文解字》二千五百人

爲師。从垖，从币。众意也。垖
(duī)是小土山，帀(zā)是包围。四
下里都是小土山，表示众多。本义:
古代军队编制的一级。二千五百人
为一师，军队是士兵堆积而成，老师
就是知识堆积起的人。

生《说文解字》进也，象草木生长
出土上。小草从地下快速生长，初生
的草木生机盎然，生机勃勃，一片欣
欣然的景象。

习《说文解字》習，數飛也。从羽
从白。本意小鸟反复试飞。会小鸟
振羽从台上频频起落，练习飞翔之
意。小动物生下来就要赶快站起来
奔跑或飞上天，否则就会落伍而被猛
禽猛兽吃掉。故小鸟要反复练习飞
翔，学而时习之的习就是要不断练习
实践复习，而不仅仅是复习。

育，甲骨文字形，象妇女生孩
子。上为“母”及头上的装饰，下为倒
着的“子”，象妇女生新子，《说文解
字》育，养子使作善也，不从子而从倒
子者，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

综合讨论：学生就像无数朝气蓬
勃，向上的初生小草，无知更无畏，在
阳光照耀下茁壮生长，展现给人的是
希望，生生不息。教师是用知识堆积
起来的，更要有让学生接受知识的手

段方法。对教师来说，这是一个很高
的要求，既要有渊博丰富的知识，又
要有教育孩子的智慧，不仅高高举起
教鞭，还要轻轻地放下，这就是育人
的智慧。学习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
态度。教师掀开遮蔽童蒙的盖子，把
知识传授给孩子，启蒙学生心智。学
生也要有紧迫感，有被时代抛弃的紧
迫感，有不甘落后的劲头，有学习的
一种主动性，不断练习实践。学校班
级是育人的地方，不论班还是校，都
有按纹理进行订正改正的意思。

统观以上元素分析，我们可以确
认，教育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既要承
受像妈妈生育孩子的痛苦过程，也要
有强迫、强制学生接受知识的较量过
程。所以教育从根本上来看不是温
和的，在使人崇善向善中，必然会和
不良的恶习进行斗争。无论是东风
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
决定了教育的结果。教育的过程充
满艰辛，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
的。即便是润物无声，重点还要在春
风化雨之“化”字之上。所以，我们要
正确看待教育，任何一种或左或右的
方式理念，都将是对教育的曲解，让
我们重归教育的本真，追寻教育的真
谛，实实在在地做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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