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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发达程度，往往与文

化教育成正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

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事业放到突出

的战略地位，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科技的发

展、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培养合格的人才，是我国面临

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首要问题。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现代教育是以现代生产和现代

生活方式为基础，以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为背景，坚持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自主性发展的个人为目的的教育。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现代教育培养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当前，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存在着种种

弊端，其中之一是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轻视了教育主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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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发展，表现为实行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只重视知

识的掌握，忽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培养，造

成学生被动地学习，动手与实践能力差，参与意识和参与能

力不强等。自主学习是以教育主体自主性发展作为教育改

革的起点和依据，对现行教育中不合理的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力图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

的变革。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套丛书以国家教育部关于开

展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为指导，结合近几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

以来的最新科研成果，是一套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朋友们

准备的开展自主性学习的课外读物。因编者水平有限，不

足之处，敬请斧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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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相处的礼仪

父母是子女生命的起源，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

和子女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血肉、亲缘关系。父母养育子

女，子女敬孝父母，自古以来也是尘世间的天经地义之事。

在我国，千百年来尊老敬老的思想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和社

会普遍推崇的美德。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

天，建立新型、融洽的家庭两代人际关系，也应该成为青少

年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要求。

１．要注意从人格上尊重父母。

天下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从人格上尊重自己。对父

母的人格尊重，涉及到的方面和内容比较多。一是在称呼

上，称语要规范，语气要亲切。如称呼自己的父亲，可以说

“爸爸”、“爸”，也可以幽默一些，如称“老爸”、“带蒂”（英文

“父亲”一词的译音）等。称呼母亲，可以说“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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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咪”等。一些古时候的称呼，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

或方言土语的“爹”、“娘”等，现在用得已经很少了。切忌用

简单、粗鲁的“喂”“哎”或“当家的”、“掌柜的”等呼唤父母，

俨然一个同外人打交道的架式。

二是不要随意耍“小孩子”脾气，和父母任性、顶牛、无

理取闹。有的青少年，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优裕，父母在各

方面疼爱有加，久而久之自己的身上染上了“小皇帝”的习

气，脾气暴躁，对父母动辄给个“脸色”看看。在这种情况

下，做父母的往往都不能“以脸还脸”、“以牙还牙”地和你去

认真计较，但内心是酸楚、苦涩的。

三是不要和父母说谎。和子女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莫

过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对父母，应该开诚布公，真诚相待，

绝不应该心隔肚皮，谎话遮天。如你的学习成绩一个时期

不理想，回家以后不是据实以报，而是只报喜、不报忧。如

果父母到学校里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是会非常生气的。

四是在生活上要注意节俭，不要乱花钱。中小学生正

处在读书求学的阶段，没有经济方面的收入，日常所有的花

销都有赖于父母。如果同学们能体谅父母挣钱的难处和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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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自己长大成人的不易，在生活花销上注意适当地节俭，做

父母的看在眼里，心里会感到很宽慰，因为他们通过这些生

活小节已经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的孩子懂事了。

五是不能无端歧视父母。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青少年

由于种种原因，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了不应有的歧视甚至是

鄙夷的心理，严重地刺伤了老人的自尊。如班上有的同学

家长在单位上当领导，碰到刮风下雨，就用小车来接来送；

而你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车就

徒步来给你送雨具。作为知情达理的孩子，老人这样做心

里会很热乎，很过意不去。如果自己再不知深浅，不分好歹

地去埋怨父母接你为何没有车，甚至说“自己不该投错了

胎”等过头话，父母听了真不知要怎样难过。又如，自己的

父母是残疾人，作为残疾人生理和心理上往往都有难尽的

苦恼，如果你再冷言冷语，就确实愧对自己的老人了。

２．要注意从生活上体贴父母。

对父母的敬孝是多方面的，除了人格上要尊重，生活上

也要注意体贴。父母平时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供给自己上

学，奔波劳顿，非常辛苦。同学们在家庭的经济创收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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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不上父母多少忙，但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生活上

体贴、照顾父母。说到这，下面给青少年朋友讲个故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一次陈毅和夫人张茜从国外出访

归来，途经成都，一道去探望年事已高的母亲，无意之中发

现了母亲藏匿起来的尿裤，两个人抢着给老人洗了尿裤。

陈毅同志夫妇孝敬老人的故事，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树立

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不一定要求大家也非得给父母去洗尿

裤，但起码的家务活完全可以做一些，如做饭、涮锅洗碗、洗

衣服、扫院子、拖地板、买粮、买菜等。有的同学觉得这些都

是生活小事，不值得做，自己学习紧张也没有时间做。在这

种思想的支配下，饭不做，衣不洗，专等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一点生活的主动性和替父母分挑重担的精神都没有。

长此下去，不仅失去了很好的锻炼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的

机会，对父母也是很大的不敬、不孝。其实，不光是做家务

一个方面，在其他方面，如老人病了帮忙操持看病拿药，改

善伙食；下雨天，主动给父母送雨具；父母身上不舒服，帮助

按摩按摩等等。生活处处是学问，孝敬父母的机会和场合

也比比皆是，关键在于要脚踏实地地去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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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要注意从精神上安慰父母。

流年似水，岁月无情，我们从脱离母体到出息成一个有

知识、有文化的中小学生、青年职工，父母其间也要同步完

成由青壮年向老年的转变。随着年岁的增长，老人的内心

开始滋生和沉淀出一种苍老感和孤寂感。特别是作母亲

的，在步入老年之前，还要经历一个“更年期”。这期间情绪

起伏大，感情容易波动，时常显得焦躁不安。越是在这个时

候，父母越是希望得到子女精神上的慰藉和交流。因此，同

学们平时放学回家或节假日，要注意抽出一点时间，陪父母

一起聊聊天、下下棋、看看电影或外出散步等。遇到高兴的

事情，要和父母共享欢乐；如果父母碰到不高兴的事情，也

要从多方面开导老人，分担忧愁。遇到父母过生日或结婚

纪念日，要主动庆贺，除可以根据父母的个人嗜好，用自己

平时积攒的零用钱为老人馈赠一分礼物外，还可以约请电

视台或广播电台进行热线点歌等等。总之，作子女的可以

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使老人精神有所寄托，能够尽享家庭

的天伦之乐。

４．要加强和父母的沟通，努力填平两代人之间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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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由于各自生活背景、生活经历

的不同，形成的各不相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这既是

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家庭问题。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是因为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群体由几代人组合而成，代际

之间观念和意识的碰撞是客观存在的；说它是一个家庭问

题，是因为在一个家庭内部，在长辈和晚辈、父母和子女之

间，对事物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

家庭“代沟”在表现的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如父母稳重老

成，子女喜欢“冒险”和标新立异；父母的生活安排较为固

定、单一，子女多喜欢丰富多彩、热烈奔放的活动等等。家

庭“代沟”的存在，作为父母和子女都无法回避，特别是子

女，不要总认为父母已上了年纪，观念老了，不中用了，就产

生轻视感和怠慢情绪。俗话说，“家有老，是个宝”。父母在

世上生活了数十年，风风雨雨，积累了丰富的生活实践经

验。父母其实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长者，更是指导青少年

生活的最可信赖的良师益友。多加强和父母的沟通，多听

听老人的意见和教诲，对青少年今后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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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只要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爱心和子女对父母的敬

心，两代人能够经常坐下来交流一下思想，求同存异，取长

补短，“代沟”是可以填平和逾越的，家庭一定会是幸福、和

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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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客人敬茶的礼仪

茶最早源于我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其间茶

道传四方，茗香飘万家，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现

在饮茶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必备佳品，也是社交活动中的杯

中爱物。当家里来了客人，如老师家访，就要给老师冲茶

喝。那么，应该怎样给老师敬茶呢？这要按茶文化的要

求办。

温壶———将开水冲入空壶中，使壶体升温，然后将水

倒掉。

装茶———用茶匙向空壶中装入茶叶。如果没有茶匙，

可先将茶叶倒到茶盒盖里，调到适量时，加入茶壶内。千万

不要用手去抓茶叶，既不文明，又不卫生，还容易使异味混

入茶香内。

润茶———用沸水冲入壶中，待壶满时，用竹筷刮去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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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面上浮着的茶沫，并随即将壶中沸水全部倒掉。

冲茶———要用开水，但不易用沸水，不要将水溢出。加

水毕，盖严壶盖。

温杯———泡茶的间隙，用开水烫洗茶杯，一一消毒。

倒茶———若家里来了几位客人，要将茶杯一字儿排开，

依次少倒，来回冲注，有人将其称为“关公巡城”。不要一杯

倒满后，再倒第二杯、第三杯……，那样会浓淡不均，影响

口感。

敬茶———要将茶杯放在托盘上端出，用双手奉上，并礼

貌地说一声“请”。如果家里没有托盘，也可直接用手奉上。

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在一般情况下，茶杯应放在客人右

手的前方，杯把要朝客人右手的方向；若巧逢右手或右臂有

残缺的客人，应将茶杯放在客人左手前方，杯把要朝客人左

手的方向。二是，不能用手卡着杯口敬茶，这样容易弄脏杯

口，引起客人的反感，甚至拒不饮用。如果来客是两位以

上，敬茶时还要弄清职务、辈分、年龄等差异。第一杯茶应

先敬奉给高职务的领导、德高望重的长者。客人接茶后，一

般要反过来敬主方长者。互相敬茶后，宾主才举杯共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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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茶———中国有“满酒浅茶”之说，即给客人斟酒要满

盅，给客人注茶要浅杯。因礼仪要求喝茶的人要小口啜饮，

细品茶香，这就要求你适时给客人添茶，不要等客人喝干了

杯再添。作为客人，如果想继续喝茶，就不要把茶杯喝干，

应略留一点，这表示还希望再来一杯。如果客人不想再喝

了，则可把杯中茶喝光，并把杯底的茶渣倒掉，这表示客人

心满意足了。此时，主人应停止添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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