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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主题鲜明，创意新颖；逻辑清
晰，语言流畅；源于生活，服务生
活；针对性强，观点正确；以小见
大，篇幅在200字左右。

学生家长也可以提出问题，主
办方会邀请家庭教育专家进行解
答。来稿需提交电子稿，并在标题
左上方注明“一问一答”家庭教育

专栏字样。来稿以“文章标题+姓
名+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件发送
至范老师邮箱（fshwws@126.com）。

主题鲜明，创意新颖；逻辑清
晰，语言流畅；内容真实，故事具
体；观点正确，叙议结合；以第一人
称叙述，以小见大，篇幅在800字
左右。

来稿需提交电子稿，请在标题
左上方注明“我的家庭教育故事

（案例）”征文字样。来稿以“文章标
题+姓名+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
件 发 送 至 何 老 师 邮 箱
（4432731@qq.com）。

需提醒的是，以上所有来稿严
禁剽窃和抄袭，作者文责自负。文
末请附作者个人基本信息（姓名、

单位、职务或职称、电话或手机
号）。

稿件一经录用，将刊登于现代
金报、甬派，并颁发刊用证书、发放
稿费；部分优秀稿件将在宁波市教
育局关工委官网、公众号及《工作
通讯》刊发。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征稿对象：

宁波市教育系统离退休、
在职教职工，中小学（幼儿园）
学生家长及热心读者。

征稿内容：

聚焦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
人理念与践行，或为家长分
析、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
提供可操作的合理建议；或分
享家庭教育中的精彩故事。

征稿时间：

2024年1月—12月

征集要求：

（一）家庭教育“一问一答”

（二）“我的家庭教育故事（案例）”

我时不时成为女儿笔下的
人物。有时想到这一点，我会禁
不住冒冷汗，反省自己生活中
是否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
给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但转
念一想，在孩子面前，做一个真
实但不完美的爸爸也未尝不
可。于是，女儿写关于我的文章
就接连不断了。

我经常用棉签挖耳朵导致
外耳炎，她写了《耵聍保卫战》；
我吃零食过度导致喉咙发炎，
她写了《用心良苦》，提醒我改
掉坏习惯。

我尝试做了几道菜，她写
了《菜鸟变厨神》来夸我，让我

增添了开发新菜品的热情。
我和她玩扑克牌，她写了

《现学现卖》和《扑克牌》，记录
了独属我俩的亲子时光。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写
的《“外卖”变“内卖”》。

有段时间，我发现去热门
的饭店堂食要排长队，又想吃
点儿家里吃不到的美食。作为
资深美食爱好者的我，实在抵
抗不了外卖的“诱惑”，但随之
而来的结果是，家里的三顿饭
我都“缺席”了，还因为缺少运
动变胖了不少。

女儿发现了这个问题之
后，开始拉上妈妈，天天变着

花样给我做美食，忙得不可开
交。

她俩说在送“内卖”给我，
还号称她们的“内卖”肯定能
完胜“外卖”。品尝过家庭的

“内卖”后，一方面我很诧异，
怎么家里也能做出和外面饭
店味道不相上下的美食；另一
方面，我又为我的体重担忧
了。妻子和女儿做的“内卖”比
外卖要健康美味，还经常送到
我的电脑桌前，再这样下去，
我的体重肯定会一直增加，还
会让她们担心。于是，我开始
出门运动。这样，既能够锻炼
身体，又能够放心吃美食，真

是两全其美。
或许是我的真实和不完

美，让女儿有了不少写作灵感
和素材。感谢女儿用手中稚嫩
的笔，记录下生活中的点滴小
事，这些文字充满了童真童
趣，也充满了家的温暖。我会
继续和孩子一起体会生活，
自得其乐，探寻生命意义。
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自洽
和幸福的人，在平凡的
生活中能找寻到快乐
和趣味，在爱与被爱
中去感受生命的美
好和幸福。

分享人：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心小学406班 乐佳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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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起，本报开辟
《我的家庭教育故事》《家庭教
育“一问一答”》栏目，聚焦新时
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理念与践
行，或为家长分析、解答家庭教
育中的困惑，提供可操作的合
理建议；或分享家庭教育中的
精彩故事。

父亲是孩子生命中最早的
男性榜样，能够对孩子的价值
观、性格、行为习惯等方面产生
深远的影响。不同阶段的孩子
需要父亲扮演的角色也不同。
这一期，我们的故事从一位自
称“不完美”的爸爸说起。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整理

问：隔代教育与父母教育
如何契合？

答（慈溪市坎墩街道宏展
小学教师屠易佳）：首先，我认
为不要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
而演变成我们对老人的不敬
不孝，因为这会让家庭关系产
生新的问题。在生活中，我们

和老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方式，尝试接受老人对待孩
子的方式，但同时，更重要的
是发挥出自己作为家长的角
色力量，经常与老人沟通，与
孩子沟通。当父母的影响力更
强的时候，孩子自然知道怎么
做。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对孩
子的成长同样是一个非常必

要的条件。
答（江北区文史馆馆员胡

国民）：祖辈参与孙辈教育
中，祖辈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
和职责，主要任务是提供情感
支持和教育建议，而不是替
代年轻家长的角色；需要建
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尊重彼
此的观点，避免过度干预；需

要针对孩子的特点进行教育，
避免娇惯溺爱、过度保护或过
分严格要求；需要与年轻家长
步调统一，在教育上与孩子父
母保持一致；需要关注孩子的
身心健康；关注孩子的饮食、
睡眠和运动等方面，提供必要
的照顾和支持，配合孩子父母
的教育。

我的不完美
意外打开了孩子的写作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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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仍在进行 欢迎来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