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3年全省家庭教育优质课视频征
集评选结果公布，龙海区3位老师的视频作品
获奖，分别是吴燕滨的《心向阳光，润爱成长
——开学“心”锦囊》获得二等奖，连碧红的《尊
重孩子，就要跟孩子好好说话》和吴晓娟的《同
舟共济，助力幼小衔接》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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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经过寒假的“放飞”，亲子关系再迎波动，
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让孩子有好的学习状态？
记者采访了龙海区教师进修学校连碧红老师。

“父母改，孩子变。”好的家庭教育，应该是父
母和孩子共同成长。连碧红老师说，在一期名为

《少年说》的综艺节目中：一个女孩哭着大声控诉
自己的妈妈：“你怎么总是拿我跟其他同学比较，
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妈妈冷冷地
回应：“以你的性格不打击会飘。”当女孩一边抹眼
泪一边表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打击”时，妈妈却
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当你很强的时候，我觉得
要拍你一下；当你很弱的时候，我觉得要推你一
把。”女儿发现自己无论怎么说，都无法劝服妈妈，
于是哭着走下了台。

连碧红认为，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父母跟女孩
的母亲一样，用“对比”“打击”等他们自认为“对的
方式”来教育孩子。这不但没有达成目的，还造成
了亲子关系的紧张。让人难过的是这些父母并没

有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却一味责怪孩
子“不听话”“难沟通”“叛逆”……殊不知，孩子身
上的很多问题根源在家长。

好家长，就必须不断学习，最好的家庭教育，
就是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改变孩子之前，家长必
须先改变自己。

“好的关系比教育更重要”。连老师建议在这
个寒假里，家长不妨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让家庭
氛围更和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一是多尊重孩子的感受。因为尊重比命令更有
效。比如妈妈提醒孩子睡觉：“你应该睡觉了，听到
没有！”这样的表达方法，孩子读出的是责备与命令，
他肯定不开心，就会用磨蹭来抗拒。如果换一种表
达方式：“你是不是该睡觉了？你看这么晚了。”那
么，孩子就可能会愉快地接受你的提示，上床睡觉。

二是多倾听孩子的需求。孩子的心里，藏着他
的喜怒哀乐。他需要被倾听、被理解，这远远超过
了他对物质的需要。平时要改变父母说、孩子听
的模式，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这
样你才能知道孩子真正的需求。

三是多锻炼孩子的能力。连老师分析，参与
劳动比一味学习更有益。课余时间，可以让孩子
洗洗碗、做做饭、扫扫地，整理自己的房间，让孩子
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如果很少干家务活，孩子
不仅不懂得体谅父母，长大后还缺乏自食其力的
本领，就会碰到很多问题。

四是多鼓励孩子的表现。连老师说，《心理营
养》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赞美、认同。
当孩子经常被父母认可、赞美，孩子就会自信开朗，
有信心面对他人生的各种问题。在与孩子相处时，
父母要及时肯定孩子的付出，多鼓励、多肯定。

五是多做孩子的榜样。连老师认为，榜样比
命令更有力量。《颜氏家训》里说：“夫风化者，自上
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一个爱打扮
的母亲，她女儿多半也爱打扮；一个爱说脏话的父
亲，他儿子多半也行为粗鄙。你要孩子不要整天
打游戏，你就不要在孩子面前刷手机；你要孩子喜
欢读书，你自己就多看书。在陪伴孩子阅读和运
动的过程中，家长一样可以有许多的收获。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整理

尊重孩子，就要跟孩子好好说话

今年寒假，宝妈崔露带孩子到户外体
验徒步旅行，在她看来，如今越来越多的
孩子都被家长不知不觉地“圈养”起来，

“一会儿害怕孩子晒着了，一会儿觉得风
太大被吹着了，孩子也自然而然变得越
来越娇气，变成了温室里的花朵。我们
只有尽早放手让孩子成长，才是真正的
爱。”

在网上，崔露报名了一个漳州周边一日

游的徒步团体，路程在 10公里之内，山路好
走，非常适合亲子徒步出游。出发前，崔露
为孩子准备了登山杖、护膝、手套、户外运动
服等登山装备，“冬天登山难度系数更高，需
要更万全的准备。”崔露也发现，如今越来越
多家长会带孩子参加户外徒步旅行，在她看
来，亲子徒步不只是简单的行走，更是一场
爱与坚持的成长挑战，一次受益良多的教育
之旅。

“徒步游中，许多知识都是通过现场教
学，不用刻意地营造，孩子在行走中，看未见
之景，学未知之事。亲子徒步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社交平台，过程中，就算有点内向的小
朋友也会受到集体气氛的感染，从而交到新
的小伙伴，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人际交往能
力。孩子间的友谊，家长可没办法代替。”崔
露说道。

☉本报记者 陈慧慧

“炒、拌、捶、拉、切、包，贡糖的这些基本工序，
我都会做。”龙海区白水中学九年（2）班学生陈廷
铭，一大早就来到爷爷、奶奶的白水贡糖店里帮
忙。“我已经掌握了贡糖生产的基本流程，但是在

‘炒制花生等原材料过程中拿捏温度’环节和把‘芝
麻馅酥裹进糖皮’这两道工序的操作上，还比较生
疏。”陈廷铭告诉记者，据《漳州名产志》记载：“白水
贡糖俗名‘入口糜’。明代曾荣列贡品送至朝廷，故
而名为‘贡糖’。”他的爷爷陈国典是镇上制作白水
贡糖的老师傅，传到父亲是第四代，到自己和弟弟、
妹妹就是第五代“制糖人”了。

陈廷铭说，爷爷极为重视生产技术上的精益求
精，虽然自己从小就看着家人制作贡糖，有些工序早
已熟稔于心，但是爷爷对制糖技艺要求特别严格。

“糖皮在压皮机下来回多次，能变成又薄又脆的糖
皮。切块机能精准把握分寸，高效切出比手工裁切

更均匀的贡糖块。”爷爷总会在现场指导大家如何在
制作过程中注意细节，比如，对于品相不是很方正的
糖块，爷爷会第一时间把它们挑出来，确保包装成成
品的贡糖都符合要求。“优质的产品应当是精良的，
必须通过敬业专一的用心才能生产出来。”

“陈氏家族以家庭式作坊企业的形式生产、营
销白水贡糖，至今已 130多年。用料一定要好，才
能彰显对消费者的诚信。”作为年轻一代，16岁的
陈廷铭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他喜欢带着弟弟、妹
妹围绕在家人身旁帮忙做糖。除了用木糖醇中和
麦芽糖、白糖制作出低糖酥贡。在馅料里添加合适
比例的芝麻碎等改良方案，也是一家人在假期里

“头脑风暴”想出来的主意。“爷爷说，这样一来，贡
糖的口感更加酥脆，也更容易保存。”陈廷铭谈及爷
爷对自己的肯定，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学祖传手艺话传承

闽南师大附小三年（2）班黄玺龙和
爸爸、妈妈以一场愉快的首都游开启了
自己的 2024年寒假假期。玺龙一家人
此次北京之行，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
因是他要参加 2023年第三届童诗大会
全国总展示。此前，他荣获了该项比赛
的福建省赛金奖。黄玺龙的妈妈告诉
记者，玺龙参加完比赛之后，他们还游
玩了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北京
大学等景点。

比赛当天竞争很激烈，玺龙在比
赛中抽到了第一个序号，但他没有怯
场，参与古诗词飞花令、猜灯谜、看图
猜诗、名家面对面等系列活动。“感觉
挺好玩的，学到不少知识。”黄玺龙
说，在生动的诗词游艺中，自己沉浸
式感受着悠悠诗词文化的魅力，语言
表达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参与大赛

能在潜移默化中，开阔眼界，提高审美，探触中华传
统文化的神韵与气象。让玺龙感到开心的是，比赛
结束后爸爸妈妈陪着他逛首都，他们一边玩一边背
诵各个景点相关的诗词,“宫墙应闻簌簌，蜜雪浩若
飞花”“华夏古都传千古，故宫宝座屹世归”……在
黄玺龙看来，身临其境背诵古诗词，既背得快又记
得牢。

飘飘洒洒飞落的雪花，让首都仿佛瞬间变身童话
世界。玺龙一家三口久久地沉浸在去故宫踏雪赏景
的美妙之中；在八达岭长城，玺龙不禁吟出参赛作品
中的那句“长城好像在崇山峻岭中飞舞，它是民族历
史的见证，它是巨龙留下的身影”。登上长城切身感
受到它的宏伟，心里特别地震撼；在中国革命军事博
物馆，战斗机、军舰、大炮深深吸引着他们。“在北京
遇见一场雪，玩得可开心了。”玺龙说，虽然感觉很
冷，但是自己的耐力得到了锻炼，在北京游玩，在游
中学，在学中游，收获满满的知识和体验，这个寒假
的开启方式注定会令人难以忘怀。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跟
着
古
诗
词
远
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一种神秘的
生物，象征着权威、力量和智慧。”春节前夕，
东山县实验小学三年（4）班林瑾瑜同学和弟
弟林嘉懿在爸爸的指导下，学习制作“小小中
国龙”。林瑾瑜的爸爸林雄是东山县有名的
厨师，曾获福建省烹饪大赛雕刻金奖。最近，
林雄利用工作之余，在家里“擩面尪仔”，引起
了两个孩子的极大兴趣。于是一家人准备了
面粉、糯米粉、食油、颜料等原料，开始进行亲
子创作。

“今年是龙年，我们想让爸爸教我们做龙。”
林瑾瑜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凝结着中华民族
气韵和风度的中国龙当然会深受人们喜欢。”老
师和爸爸、妈妈都曾经分享过关于龙的故事，从
小就看见爸爸精心构思设计，用面粉、糯米粉、羽
毛、丝线、棉花等材料，和面、蒸熟、揉面、配色、捏

塑，心里早就对爸爸的拔子、梳子、篦子和剪刀等
工具充满了好奇。“这回放假，爸爸把揉、捏、压、
搓、滚、碾、拔、切、贴等工序一步步地给我们讲
解，我和弟弟对爸爸制作面塑作品有了更多的了
解。”林瑾瑜和弟弟林嘉懿异口同声地表示，跟着
爸爸学做龙“真是太有趣了”。

“可是，爸爸的龙实在太复杂了，我和弟弟学
了几天，也没有学懂。后来爸爸降低了难度，他
让我和弟弟以后再慢慢学面塑这项东山民间绝
活。”林瑾瑜在接受采访时说，爸爸先教他们捏出
龙头、龙身和龙尾，然后再把各个部件拼起来，就
有了龙的样子。虽然自己做的龙很简单，可是姐
弟俩都觉得很好玩。“我这个龙角像一头鹿，还长
出了长长的胡子，爸爸说我的龙须没有做好，经
过他一番调整，果然龙就好像活了一样。”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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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黄璐诗 郑敏）近日，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教师教育系心葵心理服务团
队，为古雷中心学校提供“一校一
案”公益网络心理测评及辅导服务。

据悉，心葵心理服务团队师生突
破传统的测评模式，为古雷中心学校
近 3000名师生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创新性地采用网络手机测评方式，便
捷高效完成各项测评、数据统计分析
及干预方案制定等。此次测评帮助
古雷中心学校师生更好地了解自身

心理状况，发现并正视学习和生活中
遇到的心理困惑，积极采取有效的措
施进行自我调整和改善。

此次公益活动受到古雷中心学
校师生的广泛好评。古雷中心学校
向学院教师教育系赠送锦旗和感谢
信。古雷中心学校校长林阳海说：

“心葵心理服务团队不仅帮助了我
们学校师生，也为我们学校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让
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学院专业资源优
势与社会服务力量。”

漳城院：

定制心理辅导方案解师生心忧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供图）自2023年11月开始，由

漳州市教育局组建的市级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工作队伍深入8
个县（区），26所学校，立足各县（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围
绕青少年心灵呵护、科任教师心育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需求，开
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讲座，讲座精彩纷呈，让师生们受益匪浅。

据悉，讲座内容包括面向教师的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
识别与应对和中小学家校沟通，面向中小学生的心理压力
及自我调适、学生的人际关系、学业、青春期心理和挫折应
对等问题以及心理健康科普宣传。讲师们通过生动的案
例、有趣的互动体验、深入浅出的分析以及专业精辟的讲
授，为师生们奉上了一场场心灵盛宴。“应对挫折提升压力
管理、拥抱青春笑迎花季、悦纳自我和谐人际等专题，让校
园的青春少年们缓释压力，从中收获感悟和成长。而学生
心理问题识别应对、家校沟通技巧等专题更是引发教育教
学一线老师所感所思所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此次巡讲活动深入各县（区）中小学校，有效提升
了师生的心理健康意识与能力，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
长。同时，巡讲活动有助于更好把握我市心育发展动态，为
我市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赋能，进一步促进我市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事业更好发展。

漳州心理健康主题教育巡讲活动落幕漳州心理健康主题教育巡讲活动落幕

本报讯（记者 黄舒哲 通讯员
吴碧凤 文/供图）日前，南靖县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到兰水中学开
展了“凝心聚力，减压赋能”的团体
心理辅导活动，让学生在紧张的学
习氛围中，调整心理状态，放松身
心，缓解学习压力。

在心理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
体验了花开花落、螃蟹竞走、珠行万
里三个颇有趣味的活动项目。在
花开花落环节中，在心理老师的口
令指挥下，同学们脚尖相连，手心
相挽，相互接触，同时向内或向外
伸展颈部与腰部，远远看去就像一
朵收缩或开放的花儿，花朵的美丽
来自于它的花蕊花瓣，团队之花的
盛放来自于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撑

与信任；螃蟹竞走活动则将竞技与
娱乐相结合，锻炼肢体协调能力以
及与队友的配合程度；在珠行万里
的项目中感受团队的力量，珠要想
走很远，单凭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
的，但有了一个群体，一个团队，我
们便能化腐朽为神奇，让不可能成
为现实。

一次次默契的配合，一次次
团结的协作，一个个轻松愉悦的
减压活动，将同学们的焦虑与紧
张化为汗水与动力。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游戏，即使同学们心
情得到放松，以更好的状态投入
到学习中，又增进与同学的感情，
增强对团队的参与意识与自信
心，促进团队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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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寒假多彩寒假：：亲子同乐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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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瑾瑜姐弟学习制作“小小中国龙”

玺
龙
比
赛
结
束
后
跟
着
爸
妈
逛
首
都

陈廷铭（右一）已学会贡糖制作的多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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