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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的枕边好书，

让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家校沟通的王牌指导，

让学校与家庭紧密相连

学校老师的教学宝典，

让老师快速提高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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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花开的声音（代序）

薛  强

任何一种花开，都是本体植物最美、最炫酷的时刻。千姿百

态的花卉耗尽一季甚至一生的努力将自己的俏丽形象绽放开来，

显示并诉说着君临天下的喜悦和荣耀。在物竞天择的环境中，每

一种植物本体若想平安度日、接续生存，只有在相宜的时间把它

的美丽显示出来，才能生生不息，续存梦想。

在自然界，印象深刻的是花与花的不同，各类花卉都因姿

态、色彩和物性的不同而争奇斗艳。但是，作为花来讲，却没什

么不同，一粒种子汲取了足够的营养便破土而出，在春夏秋冬的

轮替中顽强成长，在风雪雨霜的磨砺中滋涵见识，在一生最灿烂

的时刻绽放花卉，这每一朵绚丽的绽放，无不寄托着本体植物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通过自身努力所创造出的美丽与辉煌。人

的成长不也像花一样吗？人生一世仿若草木一秋啊！

能够陪伴孩子成长是许多家长颇感幸福的事儿。然而如何陪

伴是见仁见智了。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过这样的话：“爱护自己的

孩子，这是母鸡都会做的，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一个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正确的教育。教育要慎始，开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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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伴花开

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决定了人生的方向。《易经·蒙卦》有

云，“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便道出教育的至高目标——养正

教育。何谓“正”？如何养？要解决它们并非易事。一般来说，

识真假、辨善恶、知美丑应该是孩子童年时代需要弄懂的东西，

而此时能够带领孩子成长并不断给予正能量的非家长莫属——家

长及至家族的教育至关重要。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明乎其理，在

孩子的学前阶段都能够尽职尽责地施以教育，期望着把一个健康

活泼、多才多艺的孩子送入小学学堂，然后期待满意地看着孩子

变化成长。

其实，学校并不是一个魔术箱，不是念几段咒语或是叫几声

“变！变！变！”就能把一个懵懂无知的幼童变成一个德学兼备

的有志少年。这期间当然离不开学校教育的细致入微，不能缺少

教师的悉心培养，更不可或缺的就是身为孩子“第一任老师”的

家长的精心陪伴。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老师和家长都能有如此清

晰的认识。还有不少人执守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信条，

认为校门内外就界定清楚了学校教育和家庭养育的各自任务，并

以此来评定是非功过在孩子身上的表征。这种割裂家校，偏执一

端的思维是要不得的。为什么不能让家校有机地配合在一起，为

共同培养幼童，使之健康成长和衷共济呢？

一位优秀的园丁侍理花木，最尽职的就是让它们健康地成长

且不要误了花期。一位优秀的老师教书育人更是要尊重每位学生

的个性，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相宜的时节汲取足够的营养，在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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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时刻绽放花蕾。在相伴花开的日子里，不能缺少了家长的操

劳和智慧。如今的家长可是不容小觑，他们多是靠知识与技能在

社会的各个行业中勤劳智慧地生活着，于公于私，没有不希望孩

子能够得到一流教育并成为有用之才。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家长

都能了解学校教育的细节并随时补位的。怎样才能取得家长的充

分信任和支持呢？我以为与家长及时沟通适时给予相应的提示是

必不可少的，而给家长写信就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在当今资

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以书信的方式及时告知孩子学习中需要家

长督促、配合、互助、照顾的事项，以取得家长的支持和协助。

这该是多么有益的尝试！

有人相伴的生活不会孤独，被人关注的成长收获自信。儿童

因其年少，成长的步履高高低低，学识尚薄、认知模糊，难以独

自面对学业的深深浅浅和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而要培养他们能

在行为操守、学习习惯、性格爱好、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中健康

成长，这哪里是学校教育和教师指导能够单一完成的？家长的不

可缺位正体现在与学校、社会一道营造好孩子成长的环境，陪伴

孩子一起成长，去见证孩子走向卓越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旁

观者去指手画脚，妄议是非。

曾有这么一段师生对话：

老师问：“花为什么会开？”

学生甲：“是因为春天到了，所以花儿开放了。”

学生乙：“她也长耳朵，想听听小朋友唱歌。”

聆听花开的声音（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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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伴花开

学生丙：“她一伸懒腰，就把花骨朵顶开了。”

学生丁：“花儿睡醒了，想晒晒太阳。”

学生戊：“她想和小朋友比一比，看谁穿得更漂亮。”

学生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美丽了，花儿也想看一看，所以

开放了。”

学生异口同声地问老师：“老师，您说呢？”

老师想了想答道：“花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欢她，就

仰起了脸，笑了。”

我们惊叹于师生们对花开的想象和解读。花伴人生，人与花

同。花，实在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千姿百态的花卉就象征着千状

万端的个性和千门万户的格调。只有以爱花的心情去做护花使者，

精心耕耘，勤心护养，才能使每一朵花绽放出它的香艳和魅力。

一生用爱，与花相伴。让我们去努力践行这最美好的事业吧！

（薛强，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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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习习惯

美国学者威廉·詹姆斯曾就命运的不同有一段经典阐释：“种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行为；种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种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种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当我们站在人生终点来审视命运的沉浮逆顺

时，波谲云诡中可以清晰地辨明习惯的养成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

何谓习惯？习惯是一个人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处世态度。任何习以为

常的惯式都会因为自己一再重复而影响着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一旦习惯

养成，就会左右一个人的行为并进而影响其思维。良好的习惯必然在有意识的训

练中形成，不允许也不可能在无意识中自发地形成。学习方面的良好习惯有着诸

多的表现：比如“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习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究习

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互助习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未知习惯等，均需

要从孩提时期开始培养，并最终使孩子们养成习惯，有此习惯便能终身受益了。

任何一个好习惯的培养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培养习惯一定要注重循

序渐进，注意发现孩子们身上有益的兴趣，耐心地辅以引导和强化，使孩子们能

够品尝到好习惯的益处，用好习惯来促进自己培养健康、高雅、充满正能量的性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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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伴花开

案例1

书山有路勤为径

【雾里看花】

一次，朋友回家乡办事，把读四年级的孩子托付给我，嘱我照料几天，

并顺便辅导一下“老大难”的功课。于是，我们按照事先商定好的计划开始预

习和复习，起初孩子很配合，对于学习的内容接受很快，但一到需要书写、背

诵、积累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了，总之，他被各种不舒服纠结

得一塌糊涂，拖拖拉拉之下学习任务既不能保量更无法保质。我们都知道，一

个学生如若不能很好地进入状态，要想把知识学得扎实、理解得深刻那简直是

天方夜谭，面对一个已经四年级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孩子，我终于体

会到了朋友口中的“老大难”，我和孩子只能再次协商，一边哄着，一边劝

着，一边降低难度、放慢进程、循序渐进，学习的过程可谓劳心又劳力。

从教多年，这样的学生见过不少，他们多半聪明伶俐，老师讲的知识一说

就懂，技能一学就会。虽然他们积极踊跃地回答问题，对待知识却不喜欢深入

思考；羡慕别人的好成绩，却往往看不到好成绩背后的努力；总觉得自己比别

人聪明机敏，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就该有丰厚的回报，而一旦成绩不理想，情

绪就容易陷入低谷，备受打击。他们大多在学习上缺乏耐心，不愿持续不断地

为了做好一件事情而付出努力，总梦想着找到一条捷径，可以轻轻松松地“一

步登天”。

话 题 缘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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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部分　学习习惯

【春暖花开】

孩子的问题总离不开家庭的熏陶、家长的影响。曾经“快乐教育”的理念

席卷而来时，我们确实看到很多误读的现象：为了让孩子“快乐”，书读得浅

了，字写得晚了，孩子变得自由散漫了；为了让孩子“自信”，赞扬“夸张”

了，批评“含蓄”了，孩子变得任性骄横了。让美好的愿望遭遇尴尬现实的应

该是孩子入学后，很快看到的差距，体会到学习的苦楚，父母的软肋被一次次

击中，于是，开始纠结“苦学”与“乐学”的该与不该，甚至领着孩子奔走于

各种辅导班，孩子从所谓的“乐学”一下子跌入“苦学”的汪洋，没有了游玩

的时间，疲于应对中反而失了乐趣、丢了信心。

如何改变现状呢？

首先，要改变观念。孩子如何在快乐中学习，作为家长和老师最需要努力

做好的，是充分调动内因、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引导孩子在取得成功的个性

体验后收获相应的满足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继而鼓励持之以恒，铺设起孩

子们成长进步的阶梯。究其根本，我们是要以兴趣和快乐为基点，以体验和实

践为源泉，以坚持和勤奋为历程，以成果和认知为目标，构架起孩子们苦中作

乐、乐在其中、累并快乐的学习和成长模式。

其次，要强化认识。无论资质如何，获得成功的最终原因都离不开“勤

奋”二字。是的，“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需要强化认识的就是这一点。永

远不要忘记，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最应该具备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就是“勤

奋”，它意味着坚持和积累，意味着无人监督时的自觉行动。

再次，要坚持陪伴。我们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于孩子来说，

这样的“告白”极为重要。当孩子们读书时，我们静静的倾听是一种陪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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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伴花开

子们讨论时，我们恰当的点拨是陪伴；孩子们烦恼时，我们耐心的劝导是陪

伴；孩子们犯错时，我们严厉的批评是陪伴；孩子们进步时，我们热情的鼓励

是陪伴……陪伴不同于陪着，它是智慧的引领，是热切的期待，是永不放弃的

一份执着，是静待花开的一份坚守。

我们要相信孩子会在我们智慧的帮助下获得成长和进步，不经风雨，哪里

能见彩虹？孩子的成长最是不能功利的，他们如同小树的生长，需要长期地积

累能量、积蓄力量，只要我们守望信念，他们终将长成参天大树。

【锦上添花】

近四年，每隔一段时间给家长写一封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信中我们

交流孩子学习的情况，以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让家长们感受到阅读的美好，

感受“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情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鼓

励和引导家长如何陪伴孩子。我想这样的经历于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

有不同的体会。可以确定的是，爱上阅读，并把经典诵读坚持至今，是孩子们

最骄傲、家长们最欣慰的一件事。在日不间断的阅读和记诵中，我们练就了定

力，培养了诗性，播下梦想的种子，感受坚持的魅力，发掘深藏不露的潜能，

品尝辛苦付出后的甜蜜……我和所有家长一起见证了孩子们的充实和忙碌，同

时也见证了他们的快乐和成长，我相信，孩子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当然，前文中提到的孩子也在进步和成长。为了更好地帮助他，我和朋友

深谈后，决定从培养语感开始起步，以每天的“微信诵读”为契机，鼓励孩子

坚持每天朗读十分钟，以“微信语音”的方式朗读片段（或全篇）发送给我，

我再及时给予评价和指导，鼓励孩子坚持，形成良性循环。需要说明的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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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部分　学习习惯

初选文是由孩子的喜好来决定，一旦坚持一段时间后，就可以跟孩子商量着进

行有目的地选择，比如小说、叙事文章，或描写人物、景物的优秀习作，目的

在于促使孩子在朗读的过程中习得一些阅读和写作的方法。这样的朗读我们已

经坚持了一年多，孩子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最重要的是孩子在这

个过程中体验到坚持的重要，收获了积累后的成果，这样的快乐激发了孩子积

极进取的信念，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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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伴花开

案例2

多读，还要多思考

【雾里看花】

考试成绩下来了，拿到试卷的那一刻孩子们的表现各不相同。最引人注意

的就是小宣了，他久久地盯着自己的分数，然后把试卷从头至尾反复翻看，又

抢过同桌的试卷细细核对，继而捶胸顿足……看来还是像以往一样又差了“那

么一点点”！

小宣特别爱读书，常常是捧起书来就舍不得放下，在家如此，在学校亦如

此。他可以对同学的吵闹置若罔闻、自顾自地沉醉书海，即便是上课，他也能

抽出时间翻看自己的书刊。他的妈妈曾不无骄傲地告诉我，“这孩子上学前就

读了很多书，天文地理都有涉猎，现在已经在读大部头的经典著作了！”直到

上学，直到我们从写片段到布局谋篇，直到孩子开始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考试，

孩子的妈妈真的急了：“怎么孩子写个作业就那么困难呢？”“怎么坐在桌前

两三个小时就写不出一篇作文呢？”“怎么写起作文来就非得大人一句一句地

教呢？”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语文成绩却总是那么的不理想呢？

我们常说语文教育的根本在于阅读，似乎爱阅读的孩子语文就应该学得

好，很多家长也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读了那么多书却依然不会表达，仍旧考不

好一张语文试卷呢？

【春暖花开】

归根结底，成绩的差距就是习惯的差距，而习惯的差距自然就造成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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