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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完整本书后，理清书中人
物关系，选择合适的内容，精心编排
制作，勾勒线条，反复雕琢每个板块
的细节。”近日，在龙海区浮宫中心
小学六年级（2）班的精读名著《童
年》分享展示课上，同学们纷纷展示
着自己的作品。他们有的用水笔勾
勒出主人公阿廖沙的成长轨迹，有
的则结合彩笔展现书中人物关系和
性格特点……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
孩子们对《童年》的独特理解和深切
情感。

其中，洪韵然同学制作的小报尤
为突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份小
报匠心独具，无论是版面设计，还是
内容编排，都展现了他对《童年》这部
作品有自己的阅读收获。”该班语文
老师黄惠芬说。同学们能够将阅读
的感悟转化为具体的作品，充分展现
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阅读体

验与动手实践紧密结合，收获了满满
的成就感。

洪韵然同学完成这份读书小报
花费了两周多的时间。谈及创作过
程，他兴奋地说：“自从黄老师在阅读

指导课上推荐了《童年》这本书，我就
被其中的故事深深吸引。老师说她
以前也喜欢设计小报，把阅读过的书
通过文字与图片结合呈现出来，很有
成就感。这次，我根据黄老师指导的

设计技巧和小报可以展现的内容，设
计好版面，用水笔勾勒出线条，配上
小插图，再用水彩笔涂上颜色。在文
字部分，我介绍了高尔基，还展现了
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突出事例，最
后，我还特意找了一些与主题相符的
名言警句作为点缀，使整个小报更加
丰富多彩。”

“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童年》蕴
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情感价值。
学生通过制作小报，不仅加深了对作
品的理解，也能在实践中体会到阅读
的乐趣和创作的喜悦。”黄老师表示，
布置这次读书小报，旨在在教学中实
践“整本书读思达”，激发学生阅读整
本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
创新精神。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和出
色表现，正是得益于他们对读书小报
的“好奇与热爱”。从阅读完整本书到
构思设计，再到选材制作，最后进行读
书分享和作品展示，每一个环节都体
现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也让
他们深刻感受到了阅读的乐趣和语文
学科的魅力。“同学们一旦掌握这样的
阅读方法，今后就能自己给自己布置
阅读作业了，可以收获‘不动笔墨不
读书’的良好效果。”黄惠芬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激发阅读兴趣 培养创新精神

读者：都说静待花开，我一直采取比较松弛的教育方式，可是
我的孩子一直“不开窍”，排名也始终比较靠后，眼看要上初三了，
我心里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

漳州一中优秀班主任刘晴老师回复：家长一直采取比较松
弛的教育方式，这其实是好事。一个家庭亲子关系如果不是紧
绷状态，孩子的状态是比较容易调整的；而“孩子‘不开窍’，成绩
出不来”，孩子的开悟要么是某次重大刺激的顿悟，要么是在日
积月累的试错中慢慢开悟的，想取得好成绩也是得持续不断的
努力加持才有可能；“临近初三，有点焦虑”，焦虑源于对未来的
不可控，家长要做自己能做的，及时转念，不杞人忧天，才有“无
心插柳柳成荫”的惊喜。

家长对孩子的爱是全方位的，建议家长要“不吝啬夸奖、不吝
啬陪伴、不吝啬教育资源、不吝啬社交体验”。养好一个孩子，未必
要很多钱，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和规划，适时的引导与陪伴。“不吝
啬教育资源”，是说在教育投入上，可多买孩子感兴趣的书籍和网
课，因为知识带来的好处永远高于买书的成本。孩子可以通过阅
读提高眼界、增长见识、学会深度思考。一旦孩子自己想通了想成
为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事儿，内驱力自然也就有了。“不吝啬
社交体验”，是说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摸爬滚打”需要他自己亲身体
验，不要想当然包办代替。

面对孩子在初中学习阶段遇到的困难，建议家长可以用一个
拥抱、一句关怀、一抹轻触，将儿时的“亲亲抱抱举高高”演变成摸
摸头、拍拍肩膀或者击掌，在恰当的时刻，通过肢体接触为孩子注
入信心与力量，将爱意传递给孩子，营造家庭的温暖氛围。“一分钟
聆听”指家长用心聆听孩子的声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孩子学
业压力大了，时间紧迫了，也可以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聊聊孩子每
天的经历和感兴趣的话题，专注倾听能拉近与孩子的距离，增进了
解，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与理解；“一分钟教导”指面对孩子的错误
行为，要循序渐进地引导，明确指出问题并给予改进方向。矫正时
应平和理性，避免冲动和激烈的情绪化反应，不在餐桌上和睡前批
评孩子，因为大多会影响孩子的饮食和睡眠质量；“一分钟赞美”指
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适当的时机给予真诚、具体的赞美，能够
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感，更有动力往前走。

把握上课的45分钟黄金时间，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前或课
后作业，当天、当周或者当月清理学习疑难点，勤思善问，不让雪球
越滚越大压垮自己。放下手机，合理分配时间读书刷题，想出成绩
必须投入时间。家长可以把对孩子的这些提醒列出清单，抓好时
机对孩子进行引导。“半小时阅读”“半小时运动”“半小时晨读暮
省”“半小时兴趣拓展”，尽可能每天安排出这4个“半小时”，学业
繁忙时2到3天安排一次也不错，“阅读”主打一个语文的文化底蕴
积累，厚积薄发，写作文可以挖深度；“运动”主打身体素质提升，中
考高考需要体能过硬，不生病不缺课，可持续发展；“晨读或晚读”
宜大声朗读，刺激海马体，记忆能深刻些；“暮省”就是每天反思自
己哪些做到了，哪些做得不够，好复盘精进；“兴趣拓展”就是合理
宣泄情绪和压力，唱唱歌、弹弹琴、下下棋、打打球都能很好地舒缓
身心，将状态调整好才能更好地投入学习中。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采访整理

孩子一直“不开窍”
怎么办？

读者：我家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平时不管干
什么事都爱拖拉，总要唠叨很多次才会去听、去
做。我也知道做一个唠叨的妈妈不好，但是又
没有办法，请问该如何帮孩子克服拖延症？

东山县第二实验小学一年级语文教研组长
吴辉玲老师回复：小学生拖拉是指小学生在有
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将一项必须要完成的学
习任务，不断地延迟推后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倾
向。它与现实条件的制约有一定的区别，比如
身体不适、情绪问题等，家长要先做一个判断。

拖拉的根源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情绪
根源、时间根源、注意根源、人际关系根源。拖
拉的情绪根源涉及内心感受、恐惧、压力等。但
是，通常情况下，孩子们并不能够识别这些情
绪，只是感到不舒服。为了避免这种不舒服，孩
子就会出现拖拉的情况。此外，注意力的高低
直接影响孩子完成学习或其他相关任务的状
态，注意力不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拖拉。拖
拉的人际关系根源，主要指拖拉者的家庭背景
和社会关系，即在家庭关系中所受到的影响很
可能会在学习和生活中延续下去。

在家庭关系中，造成拖拉行为的家庭类
型，一般有控制家庭、怀疑家庭、依附家庭、疏
远家庭、施压家庭。孩子在担心害怕、长期被
否定、一切被包办等情况下，都极易产生拖拉
的现象。想帮助孩子克服拖拉的家长可以试
着这样做：

一是帮助孩子分解任务。教孩子将一项任
务分解成几个小步骤，最好是有梯度地分解，从
容易上手的先开始，第一步可以在5分钟之内
完成。且任何任务只能一步一步来，根据孩子
的实际情况调整小目标的完成时间。值得一提
的是，为学习设置简短的休息时间也是有必要
的；二是设置清晰的界限和结果。家长要跟孩
子明确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情，没完成的后果是
什么，而不是去设定一个任务的开始时间。可
以考虑写一份书面约定，使孩子能务实而坚持
不懈地达成结果；三是欣赏孩子，及时鼓励。奖
赏其努力、创造性和坚持，而不是因为结果而奖
赏。也就是说，为其取得进步的每一个步骤而
奖赏他，而不只是奖赏最后一步的完成。家长还可以尝试将“借
口”转化为“奖赏”——例如，“如果你饿了，就再写15分钟然后去
吃点东西”；四是明确“谁是主人”。家长要清楚这个问题：“这是谁
的事情？——你的孩子，而不是你。”你的孩子的表现不是你个人
价值的反映，所以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失望、好强、尴尬和妒忌等
情绪，不为你的孩子做他能够自己做的事情。

此外，家长要尊重孩子。建议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和教育要尽
量保持弹性，尽可能地让孩子有选择的余地，尤其要慎重“开战”。
争取胜利或者证明自己正确与否，是否比维护好亲子关系并帮助
你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更为重要；家长还要学会找准时机，
适度示弱。家长要克制自己的质疑、愤怒、不信任，绝对不要轻视
孩子的感受，站在他们的角度试图理解。可以适度与孩子分享自
己的心情和忧虑，尝试寻找与孩子的共情点，家长还可以一起总结
反思，讨论错误。尝试解决办法，哪怕只是收效甚微，对缓和亲子
关系也是有帮助的。

☉本报记者 苏水梅 采访整理

如
何
帮
孩
子
克
服
拖
延
症
？

同学们分小组互评作品

12月14日，恰逢厦大附中建
校 17 周年，午后的阳光温暖动
人，学校在文学馆举办原创歌曲
精选集发布会。厦大附中校领
导，孙倩、林鹭、贾嵘彬等老师及
多位原唱校友参加了活动。

“时间它把回忆凝结成歌，
蓝白的校服有点褪色，也许有天
会发现，这是青春的颜色……”
在原创歌曲《纯白少年》悠扬的
旋律中，发布会优雅启幕。厦大
附中音乐老师贾嵘彬分享了歌
曲《光芒》的编曲灵感，激发了同
学们的创作热情。校友洪龙颖
带来了《纯白少年》与《星河欲
曙》两首歌的幕后故事，现场笑
声与掌声不断。孙倩老师回忆
了与音乐邂逅之旅，鼓励同学们
珍惜难得的音乐创作资源。林

鹭老师分享了创作音乐剧《万里归家路》的心路历
程。校友许悦、方鸿浩分别讲述了《纯白少年》的创
作历程和在附中创建音乐社的故事，展现了附中人
的文化传承。石鸾屿、李易珂和李欣然则分享了音
乐成长之路与参演《漫长的告别》的体会。

随后，厦大附中校领导表达了对学校建校17周
年的美好祝愿，并为每位校友赠送原创歌曲专辑。
身着校服的“纯白少年”们为学长学姐们献上鲜花。
当天参加活动的师生们纷纷表示：“活动令人感触颇
深，那些耳熟能详的曲目让人难忘”。

“时间它把回忆凝结成歌，蓝白的校服有点褪色，也许有天会发现，
这是青春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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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厦
大附中的学生们
在音乐老师的指
导下，先后创作出

《光芒》《启航》《旅
人》等二十余首校
园原创歌曲。这
些由师生们合作
完成的原创歌曲，
在开学典礼、建校
周年庆、篝火晚会
等活动中被反复
传唱，是厦大附中
校园特色文化的
集中体现。

“音乐创编作为音乐课教学中的常见环节，
老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大胆进
行尝试。”贾嵘彬介绍，原创歌曲的内容主要以
学生在学校的校园生活为主，以学海无涯苦作
舟中的点点思绪、师生情谊，以及毕业季学生怀
念母校的内容为主。“音乐创作不比文学创作，
学生创编的过程通常只能在课堂上点到为止，
想要比较完美地呈现效果，需要更专业的舞台，
我便是帮学生提供这样一个舞台的人。比如我
会鼓励和指导孩子们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在校园
合唱节上演唱等等。”

贾嵘彬表示，自己很愿意为校园文化建设
出一份力。在课堂外把学生的词曲利用专业设
备及软件，进行编曲、录音、演出，做成专辑等。

“我们都能获得成就感，也非常有纪念意义，美

育就是让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我们把
它形成一个闭环，何乐而不为？”

厦大附中原创歌曲是学校特色校园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厦大附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以“我即文化”理念打造特色校园文化。

“原创歌曲会通过十佳歌手大赛、篝火晚会、广
场钢琴演奏会等校园活动演绎出来，给热爱音
乐的学生创造了展示的舞台。那些飘扬在校园
里的美好旋律，是对厦大附中学子的一种肯定
和一种风采展示，同时，对于繁荣学校校园文化
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校园特色文化建
设的又一品牌，伴随同学们健康快乐成长。”该
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实 习 生 刘昱鑫 文/供图

打造特色校园文化 伴随学生快乐成长

在厦大附中，学子们对诸多原创歌曲的创
作灵感与幕后故事耳熟能详。一首首原创歌曲
承载着学生们的情感与创意，记录了学生在诗
意校园学习生活的点滴。

《光芒》是厦大附中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旋
律改编自学校的上课铃声，就此诞生了这样一
首轻松活泼的校园摇滚乐。歌曲由厦大附中第
一届校园十佳歌手演唱，在2011年校园广场音
乐会上正式演出。光阴荏苒，十三年前这首师
生共同创作的歌曲发布之后，同学们的创作热
情被点燃，不断涌现出很多新作品。

“我亲爱的旅人啊，把未来的路都绘成
画。”2023年，厦大附中原创歌曲《旅人》完成，
歌曲描绘了旅人们到了临别之际，回忆起曾经
点滴时依然热泪盈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的场
景，字里行间承载着光阴的故事，融入爱与温

柔。同学们还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敬爱的厦大
附中已经退休的校长姚跃林。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受苏轼诗词
启发，歌曲创作学生之一的洪诚泽回忆起歌曲
创作过程仍十分难忘：“怀揣着对过往幸福回
忆的眷恋与感慨，由大家共同完成创作。”同为
创作人的陈泽鹏说，第一次进行作词作曲，自
己抓好这次机会向老师同学们学到了许多音
乐知识，“不过身为架子鼓手，我也传授给大家
许多节奏知识”。

今年发布的原创歌曲《入夜》，是一群理科
班的男生用“水果”编曲软件创作出的电子舞曲
风格的曲子。身处激烈的竞争环境，厦大附中
的学生创作团体借着这样一首动感活泼的音乐
勉励同学们：“学会调整状态，互相鼓励，一定能
共渡难关，实现梦想。”

记录诗意校园点滴 不断涌现出新作品

▶厦大附中原
创歌曲精选集发布
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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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内容：精读名著
《童年》后，以其内容为主题
制作手抄报并做展示和阅
读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