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说起爸爸，沧州市迎宾路小学四年级5班

的刘修含眼中立刻闪现出了动人的神采。平日

里，父女二人读一样的书，背一样的诗，做一样

的题，面对相同的困惑，解决同样的困难……在

刘修含看来，这个人除了有着“爸爸”的称谓，

其实更像是一位无话不谈的“贴心朋友”。

为了给予女儿更好的陪伴，父亲刘军义不仅

选择蹲下身、“小”下来，像伙伴一样走进女儿

的童年；而且自学心理学，以更加科学的家庭教

育方式相伴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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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刘军义义：：

重历重历““童年童年””
陪伴女儿成长陪伴女儿成长

本报记者 赵玉洁

携手闯过字词关

字词一直是语文和英语
学习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为了攻克字词关，刘军义和
刘修含可下了不少功夫。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
刘军义在和迎宾路小学副校
长兰香的交谈中，聊到了语
文的字词掌握、英语的单词
巩固，以及如何养成良好学
习习惯。分别时，兰香送给
刘修含两个笔记本，希望父
亲刘军义亲手转交。

回家以后，刘军义就和
刘修含一起设计了表格，每
天例行打卡，在两个笔记本
上分别完成英语单词和语文
生词的听写。仅仅半个月，
兰香就收到了刘军义发来的
信息：“修含英语测验得到了
第一个满分，只坚持了两
周，没想到就收到了这么好
的效果！”

看完刘军义的信息，兰
香不禁感慨，这对父女真是
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绝不
含糊。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一天，兰香又收到了刘军义
的信息，得知修含每日坚持
完成听写任务，两个笔记本
都已用完。这期间，从基础
听写转换到各项知识的查漏
补缺，父亲全程陪同，女儿
全力坚持，整整6个月，就连
大年初一也没有间断。

兰香说，在为修含持之
以恒的精神点赞的同时，她
更想为始终陪伴修含学习的
父亲竖起大拇指。通过这对
父女，她体会到有一种深邃
的父爱叫作全年无休。

滚雪球
体味坚持的力量

在学习上，刘军义是女
儿的“同学”；在生活中，他
也是女儿最亲密的“玩伴”。

今年第一场雪后，刘军
义带着女儿到小区的广场上
玩滚雪球。虽然之前也玩过
雪，但是滚雪球却是第一
次，修含兴奋不已。父女俩
先团了一个小雪球，然后就
在雪地上滚了起来。因为雪
球比较小，修含只能弯着腰
在地上推着球滚，不一会儿
就累得气喘吁吁。旁边有一
个小朋友刚开始也是兴致勃
勃，但是没多久就放弃了，
只留下一个小雪球孤零零地
躺在雪地上。刘军义看出女
儿也想打“退堂鼓”，忙和女
儿讲起刚才那位小朋友半途
而废的事情，并告诉她，想
要获得成功，就要付出艰辛

的努力，坚持到底才能获得
胜利。

在爸爸的鼓励下，刘修
含冒着寒风在雪地里坚持不
懈地滚着雪球。雪球越滚越
大，它的吸附能力也越来越
强，推起来愈加费劲。于
是，刘修含主动邀请了另一
位小朋友帮她一起推，两个
孩子累得筋疲力尽，终于推
出了全场最大的雪球。

刘军义为两个开心的孩
子在大雪球前拍摄了合影。
他虽然没有直接上手帮女儿
推雪球，但是让孩子在玩雪
的过程中体会了什么是“迎
难而上”“坚持不懈”，还让
女儿尝到了“苦尽甘来”的
快乐滋味。

变身孩子王
线上讲诗词

“修含，你最喜欢和爸爸
一起做什么？”

“上古诗词课。”女孩儿
想都没想就开心地回答，“我
们每周上两节诗词课，我爸
爸讲，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
听。我们还每天背诵，坚持
在群里打卡呢！”

2020年春节，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只能宅在家里的
刘军义开始指导女儿学习古
诗词。后来，女儿班上的8名
同学也要求加入学习的行
列，于是刘军义在微信上建
起了古诗词学习群，开始带
领孩子们一起品读古诗词。

在分享诗词内涵时，刘
军义时常运用自己所学的心
理学知识，让孩子们在知晓
诗句含义的同时，收获成长
的正能量。

在讲范仲淹的《渔家傲·
秋思》时，刘军义借“燕然
未勒归无计”一句，告诉孩
子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
国情怀；在讲韩愈的《左迁
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诗时，
刘军义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谈起，又延伸至韩愈被贬后
的所作所为，从而引导孩子
们要“闻过则喜”，谦虚地接
受批评；在讲 《世说新语》
中《陈太丘与友期行》这则
小故事时，他鼓励孩子们和
家人一起拍摄情景剧，通过
亲身饰演故事中的人物，去
感受“大度包容”带来的喜
悦与成就感……

就这样，两年来，刘军
义仅线上讲解的诗词作品就
近 200 首，他带着孩子们徜
徉于古诗词世界中，用心感
受着传统文化的美好，度过
一段充满诗香古韵的别样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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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
子，虽然花期不同，但总会
有开花的时候。以爱为源，
因材施教，请坚信，每个孩
子都是好学生。这是一场婚
礼带给我的启示，我想把它
分享给新学期的各位教育同
仁和正在看这段文字的你。

前几日应邀参加了一个
学生的婚礼，并为其做证婚
人。当时内心的感触无法用
言语来形容，满是骄傲与感
动：为我的学生成家立业，
走进婚姻殿堂，开启幸福生
活而骄傲；又感动于学生在
人生这样一个神圣而重要的
时刻，不曾忘记昔日的启蒙
老师，这份尊重让我感受到
了身为教师的价值。

酒席间，曾经教过的很
多学生都围坐在我身边，大
事小情一一汇报，好像有说
不完的话，那情景亦如小时
候他们在课间围绕着讲台上
的我。当年 10 来岁的孩童
如今已是落落大方的美女、
帅气英俊的小伙，而那份亲
近却一点儿也没变。他们有
的成为了拥有一技之长的蓝
领，有的参军入伍保家卫
国，有的大学即将毕业正在
准备考研或考公务员，有的
做起了网络直播，有的学了
门手艺开起小店……尤其是
那个当年因为功课不及格差
点辍学的孩子，毕业后学了
汽车修理，从学徒工做起，
不怕苦不怕累，如今已经成
为汽修连锁店里独当一面的
技术骨干。现在的他言谈间
自信满满，早已不再是那个
因成绩不好总是低头说话的
男孩儿。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幕，
听着学生们的对话，我陷入
了沉思，想到了“双减”政
策落地前后教育生态的对
比，想到了“双减”后的诸
多变化。家长的观念在悄悄
改变，少了一些焦虑，多了
一些陪伴，不再终日惶恐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再带着
娃辗转奔波于各种辅导班；
教师们也不必再为年级排名
和优秀率天天给学生加码施
压；大课间有了更多的欢声
笑语，学校的特长班和社团
活动办起来了，教育正在一
点一滴回归本来应有的样
子。

我时常在想，教育的终
极目标是什么？是一次次周
测月考上耀眼的分数，是考
上名牌大学的春风得意，还
是成为精英名流？不，都不
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学
生获得一个幸福的人生，拥
有独立生存的本领，学会感
恩，懂得包容，遇到相爱的
人，拥有一个幸福的港湾，
内心充盈，生活充实，这才
是最大的成功。

曾经所谓的“优秀学
生”“落后学生”，在他们走
向生活这个广阔天地的时
候，在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
领域并熠熠生辉的今天，已
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同样
优秀，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来
拥抱美好的生活，成为新时
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

（作者单位：沧县仵龙
堂乡土塔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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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为站
师生同绘“运河步道”

在 整 个 “ 运 河 步 道 ”
上，分布着10个班级。每一
个班级都以京杭大运河流经
的一个主要城市命名。从北
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
到河北省沧州市，再到山东
省临清市、江苏省的扬州市
和苏州市等，直至浙江省杭
州市。一楼的所有班级串联
起来，就构成了京杭大运河
的整条航路。

每个班级的学生都会深
入细致地去探寻所代表城市
的风土人情，然后充分发挥
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多种
多样的方式，把这个城市最
鲜明的特色展现在班级外面
的主题墙上。

用粘土捏制的冰糖葫
芦、锅贴、驴肉火烧等特色
美食，色彩鲜艳、形态逼

真，令人不禁馋涎欲滴。以
铁丝和锡纸制成的武术小人
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废旧
纸板经过孩子们的巧手制
作，成了当地地标性建筑的
微缩模型。

美术老师们也全身心投
入创作之中，精心描绘，将
镇海吼、燃灯塔、断桥等名
胜古迹以及川流不息的运河
水系，生动地呈现在大家面
前。

不 仅 如 此 ，“ 运 河 步
道”上这些班级的每个孩
子，都能向前来参观的师生
介绍所代表城市的特点，人
人都是运河文化的“小讲解
员”。

课程共话
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为了让孩子们对京杭大
运河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认
知，中宇小学把大运河文化

主题渗透到了多个学科的日
常教学中。

语文课上，师生通过查
阅资料、研究图例、观看视
频，共同探究大运河是条什
么河、为什么要开凿京杭大
运河、它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变迁，又为沧州带来了什么
样的资源？

美术老师从大运河通航
这一热点切入课程主题，化
身船厂老板，让孩子们设计
适用于大运河航行的船只，
将大运河知识与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在一起。

科学老师引导学生关注
大运河水质和沿岸环境保护
问题，激发孩子们探究的兴
趣，为保护“母亲河”生态
助力。

观看纪录片《京杭大运
河》后，在学校的“谈古论
今”小讲坛上，孩子们各抒
己见，与大家分享自己对大
运河的评价。

实地研学
亲身感受“母亲河”魅力

校园中的“运河步道”
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在
中宇小学每一位学子的脑海
中刻下了一条“印象运河”。

以此为契机，中宇小学
的师生们走出校园，循着古
老的大运河畔，领略沿岸的
沧州风光；登临清风楼，俯
瞰水光楼影，草木葱茏，运
河风貌尽收眼底，爱乡之情
油然而生。

师生们来到京杭大运河
泊头段，探寻大运河的奥秘，
用心聆听专家讲解，参观泊头
博物馆，了解那里的码头、市
镇与大运河的诸多联系。

用心感受，用情体悟。
在与“母亲河”的一次次亲
密接触中，文化传承的种子
已悄然播撒在孩子们的心
田。

任丘市北汉乡前桐梨村的
孩子们，寒假期间相聚在一
起，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共同敲起了任丘大鼓。20 多
人都学会了5篇以上的任丘大
鼓传统套路鼓谱，亲身体验了
传统文化技艺的魅力。

金 洁 摄

步入沧州市中宇小学的教学楼，驻足于“遇

见大运河”巨幅主题墙绘前，仿佛一下子穿越回

了古代，置身于熙熙攘攘的大运河畔。沿着贯穿

于南北教学楼一层的“运河步道”徐徐前行，京

杭大运河主要流经地的地标性建筑、名胜古迹、

特色美食等一一展现于眼前。而南北教学楼连廊

柱上古色古香的手绘和一首首与大运河沧州段相

关的诗词，令人不禁陷入历史的遐思中。

生活在沧州这片热土上的孩子们，虽然从小

看着京杭大运河蜿蜒穿城而过，在运河水的滋养

下茁壮成长，但是很少想到，自己与大运河之间

究竟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沧州市中宇小学巧

妙地把京杭大运河“引”进校园，通过开发“运

河步道”、设计主题实践活动和组织实地研学，

让孩子们去认识、熟悉、感受这条流淌在身边、

对家乡产生深远影响的“母亲河”，助力千年文

脉不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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