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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 ! ! !我家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带盖雕

花玻璃缸! 模样酷似一顶泛着紫光

的小皇冠!我为它取名"日光宝盒#$

每天早晨! 三岁多的儿子霄宝一边

笃悠悠地吃着早餐! 一边充满期待

地看着我像调制魔法药水般地往宝

盒里装入各种"宝物%!今天是两颗

腰果&两颗榛子&三块核桃仁!明天

是十颗花生米& 五粒蔓越莓干和一

把南瓜子$之所以唤作"日光宝盒%!

其一源于每天日光升起&宝盒开启!

其二因为宝盒每天 "清

零%'''如若中午便耗尽

了宝物决无补给$

(日光宝盒#是在霄

宝三岁整时登场的 $起

初!霄宝发现(日光宝盒#

里一次性聚集了平时他

总也吃不够&却要看大人

脸色才能求得的小零食!

于是喜出望外$他总是前

脚刚从早餐台上下来!后

脚就直奔宝盒! 揭开盖

子!贪婪又幸福地把宝贝

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放!

直到罐子空空如也!他才

捧着(宝盒#来软磨硬泡)

(妈妈! 再给我吃点腰果

和蔓越莓吧*% 我答)"日

光宝盒每天只放一次宝

贝进去! 里面的宝贝全属于你!所

以你可以选择一下子吃精光!或者

省着到下午或晚上再吃$如果吃光

了! 就要等明天再放咯*% 听闻此

言!霄宝大发脾气!躺地就哭$日日

如此$

到了第三天!外公外婆对我已

颇有微词)"你瞧!以前我们一次也

就给他吃两三颗小坚果!并不影响

正餐$现在你倒好!搞出个+日光宝

盒,!霄宝哪懂得自由支配和分寸!

每天贪吃完了再大闹一场!吃撑了

还影响午饭食量*#我却不为所动!

只哄着他们说!再等等!任何变革

和成长绝非一蹴而就!请相信你们

的女儿和小外孙$

第五天! 我下班刚回到家!外

婆就主动来报喜)(今天霄宝有进

步!把他最爱吃的果干一直留到午

餐前才小心翼翼地送进嘴巴里*#

我摸了摸儿子的小脑袋!转身又拿

了两颗果干装进宝盒)(小朋友!这

是你的奖励!省下的宝贝是不是格

外甜美-#霄宝两眼放光!一个晚上

时不时跑到小皇冠边打开盖子瞧

瞧!再盖上盖子$

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后!霄宝

大有长进$时至今日!一月有余!时

不时发生让(宝物#隔夜生存的奇

迹$(日光宝盒#作用不容小觑*

其实!引入(日光宝盒#的初衷

源自霄宝两岁多的 !"#$%&'" (

.可怕的两岁/时期!那时的他!脾

气急躁!想做的事情&想吃的东西!

仿佛一分一秒都等不得!一等便大

吼大叫情绪失控!让人头疼$那时!

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

引入有节制而充满美好感的 "零

食%机制!在研读了不少国内外教

育文章后! 我灵光一闪!"日光宝

盒%应运而生!旨在"一石二鸟%!用

美好的方式来解决儿子的情绪问

题!并培养适度自控能力$

坚持的成果超出预期!霄宝不

仅对"日光宝盒%里的宝贝学会了

适度支配!还推而广之运用到其他

方面!从他处得来的小蛋糕!他浅

尝辄止)"妈妈!我够了!剩下留给

你吃吧*%今年 ) 月!儿子即将开

启的集体生活新篇章!对此!我多

了几分自信!或许他可以比我想象

的更自如适应分享&习得谦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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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颖 静妈妈，你放松了吗？
! ! ! !最近，在和苗苗一起
学滑冰，说是一起，其实

我的进度要
比孩子慢
得多。
学花样

滑冰是我给苗苗种下
的草。这学期，她正式
去冰场，从基础滑开
始学。因为曾经学过
轮滑，所以这几个月
来，她的滑冰进展非
常快。

还记得一开始去
的时候，她一个人怯
生生地走进冰场。我
们只能傻傻地站在冰
场外，隔着玻璃看她。

我总觉得错过了些什么，
我不想做那个旁观孩子学习的

母亲，我希望自己和她能一起
成长、一起学习。我想到了曾告
诉自己、也告诉孩子的那句话：
“!"#"$ %&& '(%" %& '")$*”（活到
老，学到老）。于是，我下了很大
的决心：和孩子一起学，以后和
孩子一起玩。其实，我的体育从
小就很差，速度、力量、爆发力、
耐力、协调性、平衡性都不好，
但我想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因为我和苗苗的差距太
大，所以我们各自请了不同的
教练，她在楼上练花滑的比赛
冰场，我在楼下的公共冰场，
然后每周再加一次两个人一起
的练习。说是一起练习，但因
为我和孩子差距太大，还玩不
到一起。

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
“老母亲”，穿着整套的护具，在

冰场一群小屁孩之间蹒跚学
步，龟速前行，时常被高速冲来
的孩子吓得下盘不稳。而苗苗，
一般自顾自玩耍，绕一圈看看
妈妈挪动了多少，从后面轻轻
地拍拍我，对我笑笑，有时候会
跟来指导我的动作。

这周二，我们训练完一起
回家的时候，苗苗坐在车后面
跟我说：“妈妈，你太紧张了，你
要放松，放松了以后你动作才
能做得更好！”

昨天，她上好课又迫不及
待来看我，嗖嗖滑到前面，忽然
转身问我：“妈妈，你放松了
吗？”我点点头，然后她满意地
滑走了。

今天早上，醒过来，走在去
公司的路上，又想起那一幕，放
松一点，生活亦是如此。

! ! ! !学琴路上，孩子、老师、家长构成了
铁三角，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互
为关联，缺一不可。

其实，无论学琴的动机
如何，会这门乐器的好处不
言而喻：学琴能培养孩子的
艺术细胞、审美情趣，还有持
之以恒的毅力；学琴能开发
智力、激发想象力、增强左右
手的协调能力，从音乐中，我
们可以感知包罗万象的世界
和人类丰富的情感。但为何
原本风平浪静的一个家庭在孩子
学琴后就开始变得波涛汹涌了？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家长期望值与实际情况的偏
差。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让
很多家长不能安稳于孩子眼前的
弹琴现状，不少家长恨铁不成钢，
每天逼着孩子练琴，亲子关系由
此变得极不稳定，一次次失望造
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会怀疑，我的孩
子真的有艺术天赋吗？
交流沟通的方式有出入。有些家长说

平时与孩子交流还算顺畅，而一到练琴，交
流的过程就发生了化学裂变。“一遍遍弹，
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没一遍是完整
的，你就没有用脑子记吗？”看到孩子弹琴
老出错，无名之火就来了。孩子听到这样的
责备，会抵触，甚至不想练了，有些孩子还
会自责甚或自卑：“我没弹好，我不够聪明，
我又让妈妈失望了。”
还有就是家长的攀比心理。“你看，隔

壁的莉莉和你一样大，今年考出 +级了，你
呢？”这种攀比心理是借助孩子的成功来
满足自己，而忽视了他们的实际能力。
就我自己和我儿子的经历来看，为孩

子营造一个有爱的学琴环境比弹得好与坏
更重要。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周期，家
长们应该让孩子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认真
地学琴，陪孩子一同发现音乐的美和乐趣。
还记得我六岁时，是自己主动要求学

钢琴的，钢琴是我童年的玩伴，每天我都会
自觉地调好闹钟，不练习两个小时绝不下
来。后来，进入小学高年级阶段，我却突然

不喜欢练琴了，觉得每天机械地重复练习
太枯燥，每次去老师家上课，我感觉就像去
赴刑场，总想找理由请假，这样的情绪，持
续了一年左右。但那时，我的父母和老师并
没有逼我，他们很有耐心，给我布置了更多
好听的曲目，比如肖邦的圆舞曲、巴托克的
《小宇宙》、舒伯特的奏鸣曲、德彪西的《月
光》，甚至克莱德曼的钢琴曲。

柳暗花明又一村，长辈们的等待有了
效果，我突然开窍了，这些色彩各异的曲目
给我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天地，当你指尖
能听从你的意愿，倾泻而出优美的旋律时，
你会比之前更热爱钢琴，从此，我一发不可
收拾，开始自己主动寻找好听的乐谱。

学琴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有高
点，也会有低谷。现在想来，这一年，多亏了
老师和我父母的坚持。所以，我想对正在纠
结的家长和孩子说，学琴是需要坚持一下
的，坚持了，你会发现以前没有见到的风
景，看到更美丽广阔的天空，坚持就是胜
利。当然对那些坚持了多年仍收效甚微的
家庭来说，停一个阶段休息一阵也未尝不
可。但孩子最终的的胜利，往往是来自父母
和老师的坚持。

为了培养孩子对音乐的兴趣和热爱，
家长可以多给孩子营造音乐的氛围。当孩
子爱上音乐后，他们自己会一头钻研进去，
寻找音乐的乐趣，这样往往事半功倍。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
朵，在我的钢琴学生中，有的孩子记忆力特
好，有的孩子节奏感好，有的富有想象力，
有的善于思考，上课会问十万个为什么，我
们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孩子的闪光点，保护
好他们的原创性、积极性和想象力，根据其
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引导。对于年龄较小
的孩子，开始肯定需要家长沉浸式温暖的
陪伴；稍长的，则需要慢慢培养他们的自觉
和独立性。

学琴是个漫长的过程，爱因斯坦说：想
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推动世界，我的科学
成就很多是从音乐中启发而来的。而海顿
说：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
到鼓舞和力量。确实，大多数琴童将来未必
会从事音乐职业，但从音乐中所得的艺术
修养、审美情趣、想象力和感知幸福的能
力，能够潜移默化地在他们的成长基因里
存放，有朝一日绽放出绚丽的光芒，就让我
们快乐学琴吧！

在爱与坚持中学琴留言板

上一期本版的话题《学琴，纠结于爱与不爱中》引发热议。不少家长说，孩子学琴，真的可以让
一个原本和谐的家庭瞬间变得鸡飞狗跳，上演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不亚于电视剧；但一位既
是钢琴老师，又是琴童家长在来信中说，学琴不能纠结于爱与不爱，而应在爱与坚持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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