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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孩
子对自然界的认知存在一定的缺失。
比如，不少孩子不认识水稻，更无法区
分水稻和小麦。”宁波前湾新区科学初
级中学科学教师吴旭峰发现，许多学
生对自然和生活的认知停留在课本
上。一次研学活动中，他带学生去杭州
湾湿地观察生态，孩子们记录生物种
类、绘制食物链等，那份专注和热情远
超坐在课堂里学习。

“大自然是最生动的科学课堂，能
激发孩子最原始的探索欲望和创造
力。”吴旭峰说，亲近自然并非一定要

远行。想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不妨试试
这些既接地气又有趣的户外活动。比
如，可以带孩子去徒步旅行，从小区周
边的绿道开始，逐步尝试3-5公里的
山林步道；也可以带孩子去骑行，先在
公园骑行道练习，再挑战10公里左右
的郊野路线。

生活的细节里同样蕴藏着学问。
菜市场里，孩子能学会挑选新鲜食材、
精打细算；工厂参观中，他们能直观理
解商品的生产流程。

宁波高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胡剑
侠提到一个内向的学生，通过在菜市场

帮工，不仅变得开朗，还总结出“对年轻
人强调新鲜，对老年人突出实惠”的销
售技巧。她还分享了一位家长的经历，
他带孩子回农村老家插秧后，从开始嫌
泥巴脏到爱上种植，孩子不仅认识了农
作物，还主动在阳台开辟了小菜园，“连
吃饭也不再浪费一粒米了”。

“生活永远是最生动的课堂。作为
家长，我们要做的不是给孩子打造温
室，而是带他们走进真实的世界，去触
摸、去感受、去思考。因为最好的教育，
永远在路上。”庵东镇中心小学教师岑
央叮说。

假期如何让孩子真正“开眼界”？

“见世面不一定需要长途旅行”
每逢假期，家长总希望孩子

能走出家门，去接触大自然，去

看看更广阔的世界。然而现实

中，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这一

愿望常常难以实现。如何轻松帮

助孩子在假期中打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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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家长会·茶座”在甬派客

户端和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微

信公众号上同时播出，多位教育

工作者分享自己的实践故事，观

看人次超过 22 万。还有家长在

直播间晒出自己的育儿心得，

“初中的哥哥带小学的妹妹一起

下厨，随便他们那天做什么给我

们吃，能把我们喂饱就行。”“把

日常变课堂：逛超市时让孩子列

购物清单、算预算；买菜时认蔬

菜种类、讲生长故事；去公园捡

落叶做标本，顺便观察蚂蚁搬

家，回家画‘自然日记’。生活处

处有学问。”

本次茶座前，主办方围绕“家长认
为在陪伴、引导孩子的过程中，最大的
困惑是什么”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
示，家长们最大的困惑是“缺乏引导孩
子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沟通的质量决定教育的成效。”
蓝海燕分享道，家长可以尝试“长颈鹿
语言”——用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四
步法与孩子对话。例如，看到孩子长时
间玩手机时，不说“别玩了”，而是这样
表达：“我担心你的眼睛，我们一起散
步聊聊你的兴趣好吗？”

居家时光也能充满趣味。亲子共
读时，模仿书中角色夸张表演；家务劳
动中，引导孩子描述步骤：“先把西红

柿切块，再热锅翻炒。”一位父亲与孩
子坚持三年创作生活绘本，既留存了
回忆，也提升了孩子的表达和绘画能
力。“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蓝老师说，
而唤醒需要家长先俯下身来。比如，询
问孩子想法时，可以说“这个周末有两
个选择，你是想和同学组个羽毛球局，
还是跟我去郊外骑行？如果都不想，你
觉得怎么安排能让自己放松又有点新
鲜感？”

“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而非安排
路线，现在孩子都反感被安排，渴望自
我掌控。”蓝海燕说。

孩子的同伴认同需求很强烈，社
交圈是他们的“第二世界”。可以尝试

以“同学小组”为单位组织活动，家长
可主动联系孩子朋友的家长，策划“亲
子联合活动”，如多人骑行、户外烧烤、
志愿植树，让孩子在熟悉的社交氛围
中参与，减少“被强迫”的抵触感。陆磊
波分享道：“这个方法我自己也经常
用，每到周末假期，约上好几个家庭一
起户外游玩，孩子们很喜欢露营，我们
就分工，每个家庭准备一部分器材和
食物，孩子玩飞盘、踢足球、骑车，家长
可以聊天喝茶，孩子玩得尽兴，家长也
轻松。”

“家长自己要先放下手机。”陆磊
波强调，“若我们自己沉迷屏幕，却要
求孩子走出去，说服力何在？”

去家门口的公共文化场馆，是低
成本、高回报的选择。

宁波市正始中学数学教师陆磊波
表示，家长们可能会纠结，担心纯玩会

“浪费时间”。其实，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志愿服务中心等公共场馆，都是
家门口的“成长宝藏”。

在图书馆可以玩“解码城市”游
戏：用老地图对比三江口的变迁，或用
积木还原历史建筑；美术馆里，孩子能
通过拍摄“代表宁波的展品”培养审美
表达。“这些活动不需要周密计划，却
能让孩子在玩中学。”

博物馆、科技馆里的沉浸式体验，
更能点燃学习兴趣。陆磊波说：“我今
年寒假带孩子去了北京，当孩子看到
书本中的文物真实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瞬间就兴奋了。这趟博物馆之旅满

足了孩子心底的好奇心，激发了他的
灵感，让他看到了过去、当下、未来有
多么奇妙。”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的“院士开
讲”、科学探索中心的实验课堂，则能
让孩子提前触摸学术前沿。

志愿服务也是打开社会视野的窗
口。鄞州区甬动爱心服务中心、北仑区
红领之家等组织提供丰富的公益活
动，如社区环保、助老服务等。陆磊波
认为：“帮助他人的过程，能让孩子看
到社会的多元需求，培养责任感。”

“见世面不一定需要长途旅行。”
胡剑侠提出，家长可以善用日常碎片
时间，比如，接送孩子的路上，一起观
察今天路上有什么新变化；超市购物
时，让孩子思考鱼是怎么运到这里的。
这些对话既能锻炼观察力，也能激发

好奇心。
科技则打破了时空限制。没空去博

物馆，可以用3D全景游览故宫或敦煌；
没精力策划活动，可以让孩子用100元
预算设计一次家庭体验，一根糖葫芦、
一次轮渡，都能成为难忘的回忆。“小时
候让我觉得‘见了世面’的事，是发现蚂
蚁会排队。”吴旭峰笑道，“真正的成长，
往往藏在这些微小的瞬间里。”

胡剑侠还建议多使用亲友等“外
援”，如，和邻居、朋友组个“遛娃联
盟”，这周末你带几个孩子去公园，下
周我带孩子去图书馆，既省力，又让孩
子学会社交。她认识一位妈妈，工作特
别忙，但她和孩子约定：每个月最后一
个周六，是舅舅探险日——让喜欢户
外的舅舅带孩子爬山、逛老街。孩子期
待，妈妈轻松，舅舅也成就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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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细节里，藏着很多学问

公共场馆，是家门口的成长宝藏

孩子需要“同伴认同”，多策划“亲子联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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