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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名合格的家长，就要有
读书学习的危机感和自我加压、不
断提高的强烈意识；要想让孩子尊
重、信服我们，就要在孩子心目中树
立良好形象。不读书的父母是不合
格的父母，因此，要把读书当成父母
职责的一部分来履行。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说：“我认为，没有研究过教育学基
本知识的青年公民，不应当有成立
家庭的权利。”

在欧美国家，人们领结婚证前
要接受培训，取得认证资格后才能
得到结婚证书；怀孕后要进一步接

受培训，以确保优生优育。
在我国，“无证上岗”现象特别

严重，不合格的父母比比皆是。
好多家长并不知道，自己是在

辛辛苦苦地培养一个“寄生虫”，扎
扎实实地打造一个“小霸王”，认认
真真地养育一个“窝囊废”，兢兢业
业地造就一个“白眼狼”。

有些家庭文化荒漠现象相当严
重，没有藏书，即使有几本书也是摆
设，从来不看。一部分家长经常为
自己不读书找借口：“工作太忙，哪
有时间读书？”“我都这把年纪了，读
书还有什么用？”有的家长买一套衣
服上千元，买一套化妆品要花一个
月的工资，眉头都不皱一下，却不舍
得花几十元买几本书读读。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孩子做
人。一个不读书的人，怎么能做好
孩子的人生导师和楷模呢？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人
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因而对心理
食粮的需求几乎大于对物质食粮的
需求。”书籍是最基本的心理食粮，
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满足心理食
粮的需求呢？但丁说：“我在悲痛时
想在书中寻找安慰，结果不仅得到
了安慰，还得到了深深的教诲。就
像有人为了寻找银子，竟然发现了
金子一样。”

我们要给孩子一碗水，自己至
少要有一桶水，甚至要有长流水。

不读书学习、不更新观念、不与时俱
进，怎么能读懂孩子这本“书”呢？

解女士有一个上初二的女儿，
追星、网恋，不愿学习。中考在即，
解女士心急如焚，让我想想办法，以
解她的燃眉之急。我从电脑上给她
下载了几篇我写的文章，又向她推
荐了几本书。我告诉她：“你把这些
文章和书认真读读，就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答案。”

解女士不耐烦地说：“贾老师，
你不要给我推荐书了，我没时间看，
你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我说：“教育孩子是一门大学
问，需要足够的教育智慧。你今年
40岁，充其量你有40年的人生智
慧，你用这点儿智慧教育孩子，会力
不从心的。要想增长智慧，最好的
途径就是读书。如果你每年能读20
本好书，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把这些智慧用到教育儿女上，必
然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解女士豁然开朗，立即到书店买
了十几本书，当晚就开始读了起来。

一年后，我收到了解女士的邮
件。她说：“我原来并不知道读书学
习对教子这么重要。如果不是我喜
欢上读书，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不知
还会走多少弯路。如果不是我喜欢
上读书，我的女儿也不会与书结缘，
也不会考上心仪的高中。我深深地
感到，读书学习是家教成功的最大

秘诀啊！”
对不愿读书的朋友，我常讲这

样一个故事：
在美国一所大学的日文班里，

突然出现了一位50多岁的女士。开
始时大家并没感到奇怪。在这个国
度里，人人都可以挑自己开心的事
做。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发现这位
女士并非退休之后为填补精神空虚
才来这里的。每天清晨她总是最早
到教室温习功课，认真地跟着老师阅
读，老师提问时她也会紧张得出一头
汗。她的笔记记得工工整整，不少年
轻人借她的笔记用。每次考试前，她
更是紧张地复习、补课。

有一天，老教授对年轻人说：
“做父母的一定要自律，才能教育
好孩子，你们可以问问这位令人尊
敬的女士，她一定有一群有教养的
孩子。”

原来，这位女士叫朱木兰，她的
女儿是美国第一位华裔女部长——
赵小兰。

培养孩子读书习惯的最好办法
是家长首先养成读书习惯；让孩子
喜欢学习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首先
热爱学习。

读书学习是为人父母的第一要
务。如果你真心希望培养一个高素
质的孩子，那就从读书开始吧。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在映秀镇卫生院工地上，医生
遇到了一些十分焦急的伤病员的家
属。这些伤病员的伤情不算十分严
重，因此只能享受口服药的待遇。
但是，大家对输液已经到了迷信的
程度，那些家属围着医生恳求，希望
给自己的亲人输液。

卫生院拥有的物资不多，院长
崔彬向抢险救灾指挥部申请一些矿
泉水，但这些水在路上就被人抢走

了。失血的病人对寒冷非常敏感，
卫生院点起了火，但马上就被巡视
到此的蒋青林和蒲弘制止了。对不
明“地气”的恐慌被日渐放大，初三
（1）班的宋洁记得有人喊：“把手机
都关了。”有人点起蜡烛也会挨骂。

在渔子溪的中学营地里，不少伤
员都没有熬过这个残酷而又漫长的夜
晚。营地里只有一名校医，对伤病员
几乎做不了任何有效的处理。女生们
参与到照顾伤员中来，但能做的事情
十分有限。马瑶便脱下外套盖在伤病
员身上，姐姐马馨则陪着伤病员说
话。不过，这里还有两名非正式医生：
牙科诊所的李云兵和药房的宋明易。

李云兵看到有些学生的伤口血
流不止，却苦于没有任何药品和器
械，好在祖传的中医疗伤技术让他想
起了一个止血镇痛的药方：用大黄、
细辛、冰片、头发灰等搅拌均匀涂抹
伤口。别的他不指望，但头发可以找
到。他说出了这个想法后，有30多
名女生主动站出来，她们剪掉长发，
将这些头发烧成灰来止血。这一招
很奏效，他受伤的女儿在几天后送
出灾区时，伤口一直未感染。

当晚，两名内出血的学生没能
被抢救过来，李云兵和几个同学悄
悄地将他们抬到外面。惊慌是更严

重的“传染病”，他得隔离病源。
宋明易“接管”的初三（3）班当

晚没有伤员，但他这一晚过得并不
轻松——他有药，还懂包扎，他在各
个棚子间来回走动，雨水使地面变
成了泥浆，他的鞋子沾了厚厚的泥，
每走一步都颇费力气。他不用像李
云兵那样土法制药，而是用过氧化
氢擦伤口，再撒上消炎粉，用绷带包
扎好。但他也必须面对药品短缺的
问题：绷带用完了，穿白色内衣的
人，都将衣服脱下来撕成条当绷带
用；消炎粉用完了，就用青霉素粉代
替；他还有芬必得，遇到痛苦呻吟的
人就给几片。

后来，他被带到一个什么伤都没
有的女生面前，这个女生不停地颤
抖，宋明易给她讲解了地震是怎么回
事——这是他在像这个女生这么大
的时候学到的知识。有些紧张的学生
无法小便，他就帮他们解除心理压力，
最后他连掐人中的法子都使出来了。

福堂坝的棚子里也有七八个重
伤员。女工小毕被倒塌的房屋压成
内伤，大家用木板将她垫起来以防
湿水，然后为她盖好棉被，围着她轻
声说话。小毕吃不下东西，想呕吐
又吐不出来；想小便又顾忌周围的
男人，最后还是女同事帮她脱下裤

子解决了问题。她体内出血越来越
厉害，总说腰疼，同事起初抱着她，
后来让她躺下节省体力，她慢慢地
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棚子里的人
去摸了她一下，还有体温；再过一会
儿去试鼻息，她已没有呼吸了。雨
很大，没人忍心再让她淋雨，就把她
和另外一具尸体搁在棚子里。

尸体的旁边躺着素琼，她全身
多处受伤，但没有昏迷。她回忆说：

“我知道身旁有两个死人，但我一点
儿也不害怕。”晓梅跪在她身边，为
了防止妈妈的伤口沾到水，她一直
不停地用手在沙砾地上刨挖排水
沟，手指冒出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
流走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
她还是很专心致志。棚子里有她父
亲的一位老同事，他失去了子女，自
己也受了伤，他对这个世界已没什
么留恋的了。他喃喃自语，想走出
棚子，有人拦住了他，但他不时要冲
向河边。晓梅流着泪不断乞求他：

“周叔叔不要走！”这个60多岁的老
头有气无力地说：“不要拦着我。”

大雨中余震不断，地面不停地
抖动，周边山体不断垮塌，密集地发
出哗哗的响声。漫长的黑夜从来没
有如此让人憎恶。 （摘自《汶川
地震168小时》张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