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在形容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时，比起把父母比作老师，我更想用师
兄弟来形容，彼此之间应当是平等自由
而且彬彬有礼的。因为，我们只是在一
起成长、彼此成就。如果人生要交出一
张答卷，那么需要我们一生学习，父母
只不过早入门了二三十年，有什么可骄
傲的呢？在彼此陪伴备考答卷的过程
中，我们又怎能对他们颐指气使、呼来
唤去，更何来权利强求他们成为自己的
意志继承者。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教育理念。在
享受真正陪伴的过程中，师兄弟的关系
会更加平等、更加亲密。除了祖宗礼
法，孩子有什么不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你
交流的呢？换个视角，你有什么架子可
以放不下呢？试想一下，在夕阳将沉的
龙湖边，晚风轻轻吹过，当孩子撅起屁股
挖着水渠，拿着水桶来回运水的时候，你
真的愿意一直抄着手，站在一边无动于
衷吗？再试想一下，当你抱起孩子合影，
小家伙摸着你的胡子搞怪，你不会真的
为了两张只会出剪刀手的正面照而迁怒
于孩子吧？我们只是一群爱孩子的人，
满溢的亲情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真
正陪伴的道路上，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
期待、释放自由，注视、倾听、记录、留白，
微笑着关注，静静地陪伴，始终幸福满
怀。

爱他，请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从
今天起，就做一个真正陪伴的行动派
吧！毕竟履行这份血脉之约是一场需
要我们终生书写的远行。黄佩

黄佩：政府公务员，半老鲜肉一名，
有三岁男娃，名曰皓昱，小名葵葵。性
喜舞文弄墨之乐，颇爱亲子相伴之趣。
常思陪伴之功，发乎于心，出乎于行。
有爱无行，夸夸谈也。今密友相约，邀
以文字略表陪伴。既无鸿儒之高谈，又
无妙趣之大观，偶然拾萃小感得之，惶
惶然，敬呈于大方之家，以求抛乎一砖，
求得美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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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将人生形容为一场竞赛，“起跑线”
的比喻是恰当的。但是，“输在起跑线”上
只适合短程竞赛，例如百米赛。如果是马
拉松那样的长跑，就不存在输在起跑线上的
担忧。

长跑的要诀是保存实力，这和孩子学习
知识的道理一样。很多家长认为不能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很小就让孩子上各
种补习班，甚至占用周末时间给孩子灌输各
种知识。当孩子没有一定的阅历，灌输与孩
子年龄不相符的知识，孩子对知识的感悟不
会深刻，不但没有共鸣感，甚至会厌恶。衡
量教育是否成功，不是看分数，而是看受教
育者对所学知识的兴趣。

20 多年前，若干神童家喻户晓。如今，
这些昔日神童几乎销声匿迹，鲜有能成为栋

梁之材的。所谓的神童孩子没有输在起跑
线上，但是他们或父母将人生的马拉松赛跑
误判为短跑，拼尽全力赢在起跑线上后，后
劲不足，容易败北。

买过新汽车的人都知道，新车有磨合
期。新车的磨合期，车速不能太快，只有这
样，这辆汽车未来才能风驰电掣。如果在新
车的磨合期高速行驶，汽车就会早衰，该急
速行进时，就会力不从心。假设将人比喻成
汽车，人的磨合期就是童年。在童年，不能
满负荷运转，要适度磨合。这样，孩子到了
成年，才能快马加鞭，后劲十足。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
此，请给孩子更多玩的时间，更多发挥创造性
的空间。输在起跑线上，还有可能赢得人生；
赢在起跑线上，或许会输掉人生。朱慧姣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慢些，留下你的声音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其实我们最渴

望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喝喝茶、聊聊天，讲
述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分欣喜地参与孩

子成长，慢下脚步陪伴父母的感触可以来唠嗑；
搁置烦恼愉快旅行，所见所闻心生感悟可以来分
享；有种回忆、有种想念盘旋已久，想对谁说出心
里话，可以在这里留下印记……

您的稿图请发送到邮箱：gjlxuanchuan
@126.com，留下内容+社区+姓名+联系方
式。凡是稿件见报者，均可来办事处领
取一本精美图书，来吧，我们在这里

等你……

世上有三百六十行，最
值得人们敬仰的职业便是老
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顾名思义，是传授知
识、解决疑惑的人。老师弃
昼夜于身外，孜孜不倦，他
们是辛勤的园丁，给一棵棵
茁壮的树苗灌输养料。

第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
四年级，我第一次担任值周
生，负责管理六年级。一天
下午，我照例来到六年级区
域检查，刚走出六一班，便
碰见了班主任——孙老师。
那一瞬间，我就认为她是全
校最漂亮的老师：她一身休
闲装扮，一头乌黑亮丽的长
发柔顺地披散在肩上，白皙
的脸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的
眼睛，两条又细又长的眉毛
略显俏皮，还有一张能说会
道的嘴巴，很像影视演员赵
薇。在准备前往下一个班级
时，一阵动听的声音传入我
耳中：“选值周生，要不让小
二去吧……”我心里不禁疑惑

起来：“小二”是谁？怎么会有
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应该是
外号吧！自此，我便期望着这
个既漂亮又平易近人的孙老
师可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这
学期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学《寻隐者不遇》一文
时，孙老师为了让我们深入
地了解这首诗的意境，便演
了一场情景剧：她走到一位
同学身旁，问道：“你知道
XXX 家在哪儿吗？”那位同
学一脸疑惑地答道：“不知
道。”孙老师接到：“看来你
是个假童子！”惹得同学们
笑得前仰后合。

她又走到下一个“童子”
身边，问同样的问题，“童子”
胸有成竹地答道：“就在前
面。”孙老师故作埋怨地说：

“你应该回答‘原来你找的是
我师傅啊！’”孙老师用她幽
默诙谐的教学风格深深地感
染了全体同学，把语文课变
得生动活泼。
刘怡涵

（终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