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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老师都很年轻，师范学校毕业开始
从事教育工作，之前没有受过什么历练，再加
上他们的家庭环境相对已经比较好了，难免有
一些怕吃苦、爱享乐的毛病。这些‘大孩子’学
校怎么引导？也是诵读经典。不用奇怪，这些
简单的东西，成人全会背的还真不多，能做到
的更是少之又少。老师要教孩子，自己不会怎
么行，全体教师都要读，都要背。就是在这样
的过程中，老师接受了再教育。”当然，被潜移
默化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家长。

邓红霞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前
脾气不好，女儿犯一点点错我都会严厉指责，
偶尔在气头上，还会控制不住推她一把，所以
孩子比较怕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前不
爱和我交心的女儿，竟然喜欢缠着我告诉她的
一些小秘密，也时常会一脸幸福地说‘还是妈
妈最理解我’，她还经常把我当成‘同学’，她说
喜欢和妈妈一起学国学、背经典的感觉……每
当孩子和我其乐融融的时候，我也惊讶于经典
的力量，难移的本性竟然被改变了，性情温和
的我体会到了以前没有的幸福感，原来，母爱
还有这样一种更和谐的表现形式。”

人，一种有情绪的动物。因此，只要是一
个正常的人，情绪都可能左右着他的一言一
行。当人的情绪受到刺激的时候，他发出行为
命令的大脑系统随着情绪的变化在发生着微
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仍然
坚信他发出的每一条指令都是正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长对孩子的控制欲是
导致父母情绪失控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习
惯性的控制。他们把自己的儿女当成了另一
个自己，把对自己的要求扩张到他们身上。有
些父母总是要求儿女配合自己的完美主义，却
忘记了他们是另一个生命，他们有选择自己人

生的权利。除了父母和孩子，恋人、夫妻、亲
人、朋友，都可能存在控制欲，带有控制性的任
何一种爱，都会改变爱的味道，使本来香浓的
情意，变成辛辣的占有。

感恩可以化解这种控制欲，感恩让人珍惜
各种缘分，让人体会到“在一起就是幸福”的感
觉，让人“如其所是”地爱一个人、爱一件事，不
再以功利为目的。

“女儿很懂事，我平常忙对她关心不够，可
她对我从来都是亲亲热热的。当几乎要永远
失去她的时候，我才一下子意识到，还有什么
事比她更宝贵的呢？”不久前，张先生的女儿因
为意外事故要做开颅手术，随时面临生命危
险。这件事让张先生顿悟，也让他学会了感
恩。“在这件事之前，我曾经怨天尤人，感觉自
己不幸福，童年的阴影、自学的艰辛、工作的压
力、婚姻的苍白以及各种各样始终困扰着我的
那些事……我甚至想让自己活得颓废、变得阴
险，既然生活对我这么刻薄，我就索性破罐子
破摔，蛮不讲理……”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
人和事都是奇迹，用感恩的心对待他们，不抱
有功利心，悦纳，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改变它，你
就会收获快乐和幸福。 请继续阅读C04版

最初影响这一切的是该学校第一任校长张
志刚。“张志刚是教语文出身，非常喜欢传统文
化，创校之初，经过考察和研究，在确立感恩教
育的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国学教育的思路。”邓
红霞介绍说。

“童蒙养正”，这一句话确实是亘古不变的
真理。孔子就曾说过：“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
然。”让小学生诵读大量的古代文化经典，就是
希望通过对大量国学读物的熟读成诵，使他们
逐步认识、领会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养成积极
向上和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

也许是曾经有人质疑过，邓红霞强调说，
“这绝不是说空话、说大话，小孩子正是吸收东
西的时候，你不主动给他好的，他就会吸收那些
不好的。”

大队辅导员常帅告诉记者，小学是人记忆

力最强的黄金阶段，此阶段有意识地让孩子多
读一些经典，然后在生活中慢慢地体悟，会终生
受用无穷。学生王思涵的妈妈回忆说：“记得有
一次，女儿因家庭作业没认真完成，我让她重
做，她当时很不服气，我说，那你背背《弟子规》
吧。当女儿背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
承’时，明显面有难色，再到‘墨磨偏，心不端，字
不敬，心先病’的时候，她已经明显流露出了悔
意。自己体悟到错误再改正，下次再犯的概率
相对就少得多。”

“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不犯错，但通过多年的
经典诵读，正确的为人处世观念已经在他们心
底生根发芽，随时随处都是一种警醒和鞭策。
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神奇力量吧。”说到这
儿，邓红霞感慨地说，不光学生被潜移默化了，
教职工的变化也非常大。

感恩之心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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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演员在节目中表演国学。资料图片小演员在节目中表演国学。资料图片

迎秋问学系列 之 感恩篇

快乐人生感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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