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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伟波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语

文教研组组长、华茂国际学校

语文教学顾问；曾获宁波市教

坛新秀称号、宁波市班主任基

本功大赛二等奖、浙江省教育

学会课堂展示二等奖。

5月6日，“如何培养优秀卓越的孩
子”父母公益课堂在杭州开讲。主讲人陈
武民是中国梦想教育的倡导者和积极实
践者，曾拜访数百户成功家庭，探寻、总结
他们的育儿秘诀，并以此帮助更多家庭收
获幸福。课后，针对中国式父母育儿方面
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困惑，陈武民接受了本
次采访。

宁波宝贝：陈老师，听了你的课，是不

是可以这样理解，几乎孩子身上所有的问

题都能从失败的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

陈武民：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
程中，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占57%（另外，

学校教育占21%，社会教育占22%），是非
常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但我们的父母习
惯从原生家庭的教育模式、以过来人对社
会竞争的理解高标准、严要求地来教育下
一代，孩子的天性受到压抑、天赋无处绽
放、不能生发自我梦想，甚至进入高期望

—严要求—略失望—批评指责—更失望
的恶性循环。

须知，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观念
在转变，自己成长过程中深受的痛苦何必
再次强加于自己孩子身上？换一种家庭教
育模式，激发内在成长动力，你的孩子一定
可以变得更优秀。同理，当初如果换一种
模式，面前的你也许是一个更卓越的你。

宁波宝贝：有条件的爱表现在哪些方

面？中国父母身上究竟容易存在哪些“错

误的爱”？

陈武民：这是两个问题。有条件的
爱，就是孩子表现令父母满意才爱他，比
如做家务、成绩好，就又奖励又表扬，反之
如果犯点错误或成绩不好呢，就责备、批
评、挖苦甚至打骂。这使父母与子女成了
一种生意关系，容易使孩子潜意识里产生
一种屈辱感，自尊心受伤害，并且使孩子
渐渐变得不在乎这份父母的亲情与爱。

错误的爱，比如溺爱，孩子喜欢吃垃
圾食品，也不加引导地无限制供应，结果
对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比如把孩子
当作温室里的花草细心呵护，生怕经受一
丁点风雨，结果到了社会上毫无自我生存
能力。还有一种，比如０－３岁的孩子，
正是沉淀一个人最初的思考方式的关键
期，他在专心玩玩具，在进行一些思考，你
不断地打扰他，喊他吃饭啦，给他加衣服
啦，使他心思浮动，所有读书阶段学习专
注力不好的孩子，就是那时候遭到了过多
的干扰和破坏。

宁波宝贝：那么，无条件地爱自己的

孩子，就能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么？它有没

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另外一种不

好的结果？

陈武民：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是指
父母不仅爱孩子的一切优点，也接纳他的
所有缺点。当一个孩子被父母无条件地爱

着的时候，
他的心理是
有 安 全 感
的，使他们
有自信和勇
气 面 对 一
切，懂得自
尊并尊重他
人 包 括 父
母。但我没
说这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是说它是成
功育儿的一个关键因素和前提条件。因
为有对孩子无条件的爱，父母才会愿意投
入一切，去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使孩子
更加茁壮地成长。正如希望庄稼收成好，
爱它之外，还得懂得它的生长规律，给它
最好的阳光、温度、水和肥料。正确的爱，
不是以你自以为的付出为标准，而应以所
爱之人的收获为标准。 记者 徐杰

那么在阅读方面，针对幼小衔接段的孩
子，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家长们参考呢？

波波教师建议家长们看看《朗读手册》，
这本书教给我们很多具体的操作方法。“比
如里面讲到的滥用习题卷会后患无穷，这也
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如果只是做大量的习

题卷子，孩子不能从习题中获得真正的营
养，还是需要从阅读中得到滋养。”

“建议爸爸妈妈们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
陪着孩子看看讲讲适合的书。孩子阅读的
兴趣不是一下就能培养出来的，那是静悄悄
发生的。在孩子面前，一定不能说是为了识

字咱们才看书读故事，这样的观念得转变。
看书讲故事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
喝茶一样。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陪伴情，
不急不躁，阅读的种子也就这么悄悄地生根
发芽了。 ”

记者 诸晓红

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的习惯，是孩子一生受用的能
力。为此，《宁波宝贝》专刊特别开辟阅读栏目“名师共读”，邀请各校名师为孩子们推荐优质的书籍，并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故事，希望能让您
和孩子放缓脚步，一起跟着老师读一读想一想。本期受邀的名师是来自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任伟波。

波波老师带领她的101班，打开了亲近母语的大门

朗读让一个胆小的孩子变成了学霸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波波老师，一头爽利的
短发，亲切的笑容，说话的声音温柔淡然。一
番闲聊才知道，原来她还是个瑜伽爱好者。

说起为什么会与孩子们一起共读经典，波
波老师回忆道，五年前，她现在所带的501班，
还是101班，她自己的儿子也刚好一年级。

因为从毕业班翻下去教一年级，有着诸
多的不适应，于是，经常抽空泡在教育在线
和人教论坛上，想汲取同行的经验，无意间

逛到儿童阅读论坛，知道了薛瑞萍、徐冬梅
老师——亲近母语的发起者。于是，淘了很
多相关的书——《平心静气的一年级》、《日有
所诵》、《朗读手册》、《班级读书会ABC》、《由
图画书爱上阅读》等亲近母语的系列书。一
看便入了“坑”，满腔豪情、跃跃欲试。从此，
她义无反顾地带着她的101班和儿子，踏上
了“共读经典，亲近母语”的幸福之旅。

她先是发动家长给孩子配备了《日有所

诵》，这一读，读出味道来了，孩子们相当喜
欢。最先老师领着读，渐渐地孩子认字多
了，就放手孩子自己读。

这样的全班共读，波波老师和孩子们坚
持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了。

波波老师说，“母语”是融在我们的骨血里
的。作为语文老师，应该成为母语的化身，把母
语文化中最好的经典带给儿童，让他们在诵读
经典的过程中，在母语温暖的怀抱中快乐成长。

五年前，她带领孩子们踏上诵读之路

要让孩子培养好的阅读习惯，波波老师
认为，坚持每日阅读和家长的配合都很重
要。“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晨读课，是我们
最快乐的节日。我们诵读儿歌、交流欣赏。”
波波老师说：“回家后和父母亲比赛诵读，甚
至改编儿歌、仿写诗歌。和伙伴一起读，和
老师一起读，和父母一起读，这样日不间断
地诵读，让孩子天天浸润在诗歌里。

后来有了微信，微信群里经常有孩子
“晒读”。大家会把自己认为朗诵得好的诗
文录下来，发在群里让大家共同欣赏共同促
进。看到老师和孩子们所付出的努力，家长
们也是大力支持。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也
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在孩子的影响下，渐
渐地喜欢上了和孩子一起诵读。

波波老师说，她最开心的是，通过诵读

诗歌，美妙的语言在孩子们的心中逐渐生长
起来，并在某个节点上苏醒过来。记得有一
次，她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他们看到草地，
顾城的小诗脱口而出：“绿草地，绿草地，一
朵小花开放了……”

看似不经意的诵读 ，终究长在了孩子
们的心里，成为了他们自己美妙的语言。这
也是波波老师最幸福最欣慰的时刻。

平时如何陪伴孩子们参与共读？

被问及在共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
么阻碍或困难时，波波老师显得很豁达，“说
到苦是真的不多，在刚刚起步阶段，因为孩
子识字不多，需要老师全程手把地手教，一
句话一句话地领读，同时还要想方设法换形
式地读，配合各种表扬手段。到了稳定期之
后，坚持很重要，适时的评价交流也很重要，
举行各种相关的班级活动如诵一诵、演一

演、写一写等，以确保孩子兴趣不减。”
至于共读的乐趣，波波老师藏不住满脸

笑意，“眼见着孩子们一个个变成小小领读
员，大大方方地站在那里带领全班读《日有
所诵》，我想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看了绝对
是满心欣慰的。”

她提起班级里的一个孩子，语气里满是
欣慰和骄傲。就是因为朗读，一个内向胆小

的孩子变成了自信的学霸，这是波波老师自
己都没想到的事。“刚见到这个孩子时，感觉
他非常胆小，上课提问回答的声音很轻，不
敢表达自己。后来，我在上课前设置了5分
钟朗读时间，有一次，小家伙主动要求当小
小领读员，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学习也有
了动力，性格也变得自信开朗了。我想，这
大概就是朗读带给他的最大收获。”

完全没想到，胆小的孩子变成了学霸

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陪伴情

波波老师推荐的

《日有所诵》
这套书分年级来，一年

一本，每个年级选编适合这

个年龄段诵读的经典诗文，

其中不乏泰戈尔、雪莱、圣

野、顾城等这些中外诗人的

经典之作，更有我国传统经

典唐诗宋词。波波老师介

绍，一年级的《日有所诵》几

乎都以童谣儿歌及浅显小

诗为主，非常适合刚入小学

的孩子们诵读。

陈武民

好的爱，让对方有收获
知名家庭教育专家陈武民谈“无条件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