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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拆卸、打磨、抛光到刷油、上漆，小学生让废旧凳子焕发生机

现在“熊孩子”这个词已经不只是对
调皮孩子的一个称呼了，更多代指那些
没有规矩、极端自我、任性妄为的孩子。
而现实中的“熊孩子”事件也似乎已经不
是个例了，比如在学校随意欺负同学、随
手刮坏小区里的私家车、从高处往下乱
扔东西……这些行为就不仅仅是涉及一
个家庭的私事了，因为已经对他人和社
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伤害。而从父母
对待“熊孩子”的态度也能看出一个家庭
的教养和家风。

透过“熊孩子”现象反映出家庭教育
的哪些问题？父母怎么做才能避免养出
这样的“熊孩子”？这些都是值得全社会
尤其是为人父母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是在家庭教育中要注重孩子的品
德教育。家庭教育有区别于学校教育的
独特功能和属性，品德教育应是家庭教
育的重中之重。现实中，不少家长往往只
注重孩子的学业成绩，不重视对孩子的
品德、习惯等方面的培养。“学习好”成了
不少家庭衡量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最主
要标准，家庭教育变成学校教育的一种
延伸，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教育思想。家庭
应该在立德树人上发挥重要的根基作
用，家长有责任把孩子培养成有良好品
行、符合社会期待的人。家长应关注孩子
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导他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让他们学习做人的道理，这才应
是家庭教育的重心所在。

二是家长要从小给孩子立规矩，有家
规有惩戒。民间俗语说“三天不打，上房揭
瓦”，看似有点粗暴，但也反映了家庭教育
中惩戒的重要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
圆”，一个不知道规矩的孩子是危险的，有
起码的规矩和违反规矩后的惩戒，才能让
孩子保持一份敬畏之心。有的“熊孩子”之
所以一言不合就撒泼胡闹，甚至犯了严重
错误也不知悔改，就是因为从小家里没有
立好规矩。当孩子成为一匹脱缰野马，抑
或成为随意生长的灌木丛，父母不加约束
和修剪的话，恐怕他们大多数人的结果是
成为“废柴”。犯罪心理专家李玫瑾曾直
言，三四岁的“熊孩子”犯浑，最多在地上
哭闹打滚；但如果不加教育，十三四岁的
孩子犯浑，就很容易走极端了。

三是建立正确的家庭秩序，改变以
孩子为中心的局面。现在出现那么多任
性妄为的“熊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不少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宠溺式、饱和
式教育，把孩子养成了自私任性、完全以
自我为中心的人。现今很多家庭形成了
几乎6个成年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轴心
运动”特征。一切资源优先供给孩子，一
切为孩子让路，这容易让一些孩子形成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惯性。他们不懂感
恩，把得到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要求事
事顺着他们，人人都要让着他们，自然会
造成一些“熊孩子”在家庭外面也横冲直
撞、任性胡为的“恶果”。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如果
真希望孩子能够茁壮健康成长，将来也
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就要注重给孩子打
下良好品行的根基，不要无原则地宠溺，
要适当地让孩子有一些吃苦的经历和经
受挫折的机会，他们才会更加懂得感恩
和自律。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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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自己动手让旧凳子焕然一新小学生自己动手让旧凳子焕然一新

这样的劳动课引人深思这样的劳动课引人深思

“这就是我们旧物改造前的凳
子的原型，它可是我们学校的老员
工了，我是 2006 年到光华东街小
学的，可是这些凳子 2003 年就已
经开始为同学们服务了。”校长吴
宁指着一把破旧不堪，满是斑驳
的小凳子告诉记者，在这次旧物
改造的项目中，同学们用一双会
发现的眼睛看到了这些伤痕累累
的凳子，他们希望这些凳子都能
焕发新的生机，利用劳动课在小
小工匠坊里为这些凳子们进行了
出新大改造。

记者了解到，学校的工匠坊有
四间教室，分别是大工具操作间、油
画间、陶艺间和木工坊。木工坊里，

墙上的洞洞板工具架以及用红酒盒
改造的工具框都是同学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完成的。为了让同学们更好
地进行劳动，有心的老师将木工工
具都进行了儿童化改造。角落里堆
了很多木板，这些木板都是学校修
栅栏剩下的边角料，正好可以做凳
子的凳面。

当天的劳动课上，同学们在木
工坊热火朝天地开始劳作。有的同
学负责拆卸旧凳子，有的同学在打
磨抛光，有的同学在上漆，有的同
学负责给木板刷防腐油……同学
们操作都非常熟练，有模有样。赵
浩老师告诉记者，这些工作看上去
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比如，上漆，

由于他们上的是环保性能的水性
漆，附着力不是很强，要刷四五遍
才行。木头涂完防腐的油之后也要
涂漆，反反复复也要四五遍。同学
们一周一节劳动课，因此，凳子出
新一套工序下来花费了 1个月左右
的时间。

“凳子出新需要经过去皮、打
磨、上漆以及木头的上油、上漆这些
工序，我觉得其中挑战最大的是打
磨，因为打磨很累，需要花很长的时
间，要把每个角落都打磨得光滑。”
五（4）班杨子旸说，虽然累，但是他
很热爱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凳子跟
网上买的不一样，自己做的感觉成
就感满满！”

“凳子是旧的破损的，板子是坏的淘汰

的，但是经历了一个月的劳作，孩子们亲手让

小凳子们完美蜕变。”近日，南京市光华东街

小学校长吴宁在朋友圈发的“旧板凳换新颜”

的一组图片引来无数点赞。小学生真的会木

工改造板凳吗？近日，记者来到光华东街小学

见识了一下孩子们的手艺。

从门庭冷落到兴趣高涨，劳动课这样上才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美术老师转变为木工老师，校长转变观念，去掉老师的“辅助轮”

想上劳动课却苦于没有专业的
老师，不少学校感觉很困惑。吴宁表
示，学校的劳动老师得益于学校有
一支跨学科学习的教师队伍。这支
队伍里有将近十位老师，有的是信
息技术老师，有的是美术老师，有
的是音乐老师，有的是数学老师，

有的是科学老师。老师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申报，承担不
同的项目。“比如，赵浩老师原本是
教油画的美术老师，后来由于热爱，
承担了学校的定格动画项目，由于
定格动画涉及油画、陶艺以及道具
制作，因此，赵老师承担了这三门

课。当然，学校也给予了培训支持，
赵老师去南京艺术学院多种材料研
究室学习了一年时间，并且在南京
市电教馆进行了专项培训，学成归
来根据学校的项目进行融会贯通。
老师有了热爱，学生有了兴趣，项目
才能持续红火。”

吴校长表示，很多学校的师资依
赖于校外的社会培训机构，请一些外
面的专家来，他们也有过这样的阶
段。“我们发现，请外面的专家来是很
好，但是不能常态化，我们必须让老
师有这样的能力，才能持续去教学
生。”吴校长说，“校长一定要转变观
念，要把老师的‘辅助轮’去掉。什么
是‘辅助轮’？就是外援，去掉‘辅助
轮’，老师们才能意识到必须得靠自
己。当然，去掉‘辅助轮’的过程中，学
校也要给老师成长的时间和机会。”

据《扬子晚报》

校长吴宁告诉记者，“旧物改
造”这个项目其实是嵌在学校的劳
动课中。2015年，木工坊作为社团课

开课的时候，当时报的人并不多，很
多孩子不了解木工坊到底是干什么
的。就算有的孩子来了，学了两天就

觉得没意思。当时的木工坊可以说
是门庭冷落。

“我们对孩子们进行了采访，孩
子们觉得把一些碎木片拼搭在一起
既费时又费力，做出来也不实用，跟
他们的生活没有关联，不能激发他
们的兴趣。后来我们改变了思维，我
们把劳动课打造成‘项目性学习’的

‘小小工匠坊主题课程’。课程必须基
于两个点：第一、基于真实的问题情
境；第二、来源于学生的兴趣内容。同
学们做出来的作品可以服务他们的
生活，学习兴趣高涨。”吴宁指着工
匠坊的一些小板凳说，瞧，这些都是
孩子们的作品，尽管有很多瑕疵，但
是他们很喜欢，带回家天天坐。

吴校长表示：“我们的愿景是学
生通过6年的小学劳动课的学习，未
来他们可以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未
来他们家里的东西坏了，他们也不用
喊工人去修，自己也可以修。”

孩子们兴趣高涨孩子们兴趣高涨

木工坊的工具真不少木工坊的工具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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