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丙成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学前教育
法提出，创造良好家庭环境，促进学
前儿童健康成长。 为了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们需要
携手努力， 用爱与智慧为孩子营造
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了解并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和

个性特点

孩子的发展是一个多维度、动
态且有序的过程，涉及生理、认知、
语言、社会情感、道德等多个领域，
具有特定的规律性。 家长可以通过
阅读专业书籍、 参与幼儿园专家讲
座、 社区育儿宣传等方法了解儿童
发展规律。

家长应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珍
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避免“揠
苗助长”“超前教育”。 例如，可以通
过积木游戏锻炼孩子的精细动作和

手眼协调，通过“躲猫猫”游戏帮助
孩子建立客体永存概念， 而非强制
孩子提前学习写字、算术。家长要关
注儿童发展的顺序性。例如，从小中
班注重鼓励爬行、跑跳等大动作，逐
步过渡到大班重点培养绘画、 剪纸
等精细动作。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
二的，拥有着自己独特的天赋、兴趣
和个性， 家长可以通过记录孩子的
日常行为、建立成长档案，并结合幼
儿园老师的反馈等， 了解孩子的个
性特点和优势特长， 依据多元智能
理论设计针对性的支持策略， 让每
个孩子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将孩
子的个性转化为成长优势， 促使孩
子获得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相信孩子是有能力的学习者

3 岁至 6 岁是儿童主动性发展

的关键阶段，表现为好奇提问、自主
探索等，爱问“十万个为什么”。

孩子并非被动等待知识灌输的

容器， 而是像科学家一样， 通过观
察、假设、实验主动构建对世界的理
解。即便没有成人指导，孩子也能通
过观察、实验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
例如， 他们可以用积木搭斜坡让小
球滚动。 孩子天生是有能力的学习
者，因此，教育的核心绝不是灌输，
而是保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学习本

能。 家长需要做的，不是“教孩子学
习”， 而是为他们提供支持性的环
境、探索的机会，信任孩子的学习节
奏，让孩子释放出意想不到的潜能。

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和适宜

的支持

0～6 岁是儿童大脑突触快速形
成的阶段，是大脑发育黄金期，丰富
的亲子互动（如对话、游戏）能提升
孩子的语言能力、 逻辑能力和创造
能力。高质量的陪伴，能让孩子感到
被爱，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成年后
更自信、合作交往能力更强；能帮助
孩子学会处理情绪， 模仿家长的社
交行为，从而更好地与他人互动；能
帮助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行为

建立规则意识， 塑造行为习惯与价
值观，比如，家长日常专注阅读，孩
子便有更大可能爱上学习。

真正的教育， 发生在每日的互
动中。 高质量的陪伴需要家长全情
投入，要适应孩子的节奏，跟随孩子
的兴趣。注重互动优先，选择需要合
作的活动，如拼图、手工等，而非被
动娱乐，如看电视、玩手机等。 陪伴
孩子，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而是能
让孩子感受到“我的感受被理解，我
的尝试被鼓励， 我的独特被欣赏”。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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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丽姝

宋人嗜茶。宋人饮茶并不单为止
渴生津，而是真正将其发展为一种文
化。 宋人对茶的偏好，主要表现为对
茶叶良种和烹茶技艺的钻研与探索，
特别是以点茶、分茶、斗茶为代表的
烹茶技术，黄庭坚对此尤为在行。 在
茶叶的选择上，他推举建溪流域（在
今福建南平境内）出产的“龙凤团茶”
为上品。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此
茶原是宋初贡品，宫人用金纸剪出龙
凤花纹覆在茶饼表面，“龙凤团茶”由
此得名。 后来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
时，对茶加以改造，二十饼方重一斤，
“其品绝精”，区别于一般士庶所饮之
茶。 大约在五代时，宫廷用茶主产地
由江苏阳羡（今江苏宜兴）逐渐转为
福建建州（今福建建瓯）。除了龙凤团
茶， 黄庭坚认为建州出产的拣芽、金
挺、密云龙等品种亦佳，特别是拣芽，
其“一枪一旗”（大致相当于今人所说
的一芽一叶）“最为挺特光正”。

在名贵品种之外，黄庭坚还偏好
家乡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双井村的
特产———双井茶。 双井茶属草茶，草
茶之“草”，指其特殊的制作方法。 茶
叶采摘后经过清洗， 直接进入蒸熟、
晾干、烘焙的程序，并不需要像团茶
那样做成茶饼，其形态更近于我们今
日所饮的散茶。 茶味虽薄，但足慰乡
情。 黄庭坚不仅是双井茶的爱好者，
更是其不遗余力的“代言人”。元年
间入职馆阁期间，黄庭坚在京师大力
推广双井茶，使得这种种植面积仅数

亩、 产量极低的地方茶一时声名大
噪。

除了茶叶本身外，黄庭坚对与茶
相关的水、器、术等都有涉猎。譬如论
茶具：

恨泥潦，不敢屈煎茶耳，絮遂足
用。 铅茶碗极烦调护， 亦不急须也。
（《与德之司法帖》）

竹表瓷里茶盂极佳，恨未有天生
佳瓢称之耳。……相茶瓢与相筇竹同
法， 不欲肥而欲瘦， 但须饱霜露耳。
（《与敦礼秘校帖》）

泥制茶具不宜煮茶，铅制茶具用
起来烦琐，二者皆非理想茶器。 茶具
材质讲求呼应，竹表瓷里的茶盂最好
用竹瓢来配，茶瓢选用的竹子必须是
形状细长、年岁已久的老竹。

再如论茶艺：
石须洗，令无他茶气，风日极

干之。 芽子以疏布净揉，去白毛乃入
 ，少下而急转 ，如旋风落雪 ，方得
所。 （《与王泸州书》）

点时净濯瓶，注甘冷泉，熟火煮
盘烤盏，令热汤才沸即点。草茶劣，不
比建溪须用熟沸汤也。 （《答王子厚
书》）

双井茶制作粗简， 因此碾茶、候
汤都要花费心思。 先用击打、揉捻和
拣选的方式将茶叶表面的白毛连同

杂物除去，然后用石磨研磨，讲究“少
下而急转”， 也就是一次投放的茶叶
数量不宜多， 转磨的动作要轻盈迅
速，只有这样碾出的茶粉才会“如面
如雪”、 细腻洁白， 并且 “不败其香
味”。至于候汤、点茶，就更复杂了，烧

水之前要先将茶瓶清洗干净，然后向
内注入冷泉水，接着大火烧开， 水刚
沸腾就要点茶， 因为双井茶不比团
茶味重， 只有 “嫩汤” 点出的双井
茶口感方佳 ， 否则就会色青味涩 ，
难以入口。

宋人对茶的偏好，也体现在与茶
相关的大量文学作品中。黄庭坚的咏
茶诗即是宋代咏茶诗的缩影。现存黄
庭坚的诗作中，有数十首专门咏茶的
诗，另有几篇文章，涉及茶道相关问
题。

黄庭坚的咏茶诗中，最为人所称
道的当属下面两首：

《以小团龙及半挺赠无咎并诗用
前韵为戏》
我持玄圭与苍璧，以暗投人渠不识。
城南穷巷有佳人，不索宾郎常晏食。
赤铜茗碗雨斑斑，银粟翻光解破颜。
上有龙文下棋局，探囊赠君诺已宿。
此物已是元丰春，先皇圣功调玉烛。
晁子胸中开典礼，平生自期莘与渭。
故用浇君磊隗胸，莫令鬓毛雪相似。
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
鸡苏胡麻留渴羌，不应乱我官焙香。
肥如瓠壶鼻雷吼，幸君饮此勿饮酒！

《奉谢刘景文送团茶》
刘侯惠我大玄璧，上有雌雄双凤迹。
鹅溪水练落春雪，粟面一杯增目力。
刘侯惠我小玄璧，自裁半璧煮琼糜。
收藏残月惜未碾，直待阿衡来说诗。
绛囊团团余几璧？ 因来送我公莫惜。
个中渴羌饱汤饼，鸡苏胡麻煮同吃。
黄庭坚用“苍”“玄”二字形容团

茶经过烘焙后乌黑的色泽，用“璧”来

形容团茶圆润扁平的形状。 “粟”“糜”
二字则形象地反映了泡沫的特点。鹅
溪画绢素以细密闻名，宋人曾取此绢
制成茶箩，茶汤上浮起的这层泡沫细
小均匀又洁白饱满，有如鹅溪细绢上
落了一层薄薄的春雪。 更难得的是，
黄庭坚咏茶不仅追其源、 绘其貌、形
其气、述其味，还敏锐地捕捉到了水
烧开时声音的特点。 铜壶烧水，水沸
腾时不断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仿
佛车轮行驶在羊肠小道上发出的闷

响，故曰“煎成车声绕羊肠”。 此诗是
元丰八年黄庭坚与苏门群贤集会时

所作。 在黄庭坚之前，众人以“肠”字
韵咏茶唱和已达四次，再出佳句的难
度很大，但黄庭坚别出心裁，调动听
觉元素对煮茶过程进行描写，故苏轼
叹道“黄九怎得不穷”，以称赞其穷尽
想象力的描写。 晁补之也作诗相和
曰：“车声出鼎细九盘，如此佳句谁能
似？ ”

文学是审美和文化的载体，一代
文学反映一代社会之特点。宋代文人
擅长发现身边习见物品中所蕴含的

价值和美感，并进而形成了一种从容
优雅、多元兼容的宋文化。 黄庭坚正
是这种文化风尚的典型代表。他对提
升茶艺技法的孜孜以求，对生新瘦硬
诗歌风格的惨淡经营，对“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 的创作手法炉火纯青的
淬炼， 折射出了宋人特有的精神气
度。总之，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催生了诗歌意象的不断丰富与革新，
造就了宋代咏物文学与宋文化的繁

荣。 （摘自《光明日报》）

文人雅事

□祝加学 范新东

7 岁女孩小林出生时额头上有
一块红色印记，随着孩子成长逐渐增
大，最终被确诊为血管瘤。 5 岁男孩
小杰的右小腿上有一个明显的红斑，
随着时间推移红斑范围不断扩大，经
医院检查确诊为血管畸形，已经压迫
到周围神经和肌肉。

很多新生儿身上出现的红色印

记，常被老一辈人称为“红胎记”，并
视作吉祥的象征。实际上这些红色印
记背后可能隐藏着健康隐患，例如血
管瘤或血管畸形。

血管瘤是一种良性肿瘤，通常在
婴儿出生后数周内出现，表现为红色
或紫色的凸起肿块。多数血管瘤会在
孩子 5 岁到 7 岁时自然消退，虽然生
长迅速， 但一般不会造成长期影响。
血管畸形则不同，它是与生俱来的血

管发育异常，表现为红色、紫色或蓝
色的斑块。 血管畸形不会自行消退，
反而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重症状。
特别是发生在四肢或关键部位时，可
能会严重影响身体功能。

血管瘤和血管畸形通常不会危

及生命，但可能带来诸多困扰和健康
风险。 最直观的是影响外貌，可能让
孩子产生自卑心理。 功能方面，发生
在眼睛、嘴唇等部位可能影响视力和

进食功能，出现在四肢或关节处则可
能导致活动受限，甚至影响肢体正常
发育。 此外，某些类型的血管瘤和血
管畸形容易破裂出血，引发感染。

家长若发现宝宝身上有红色印

记，建议及时就医。 对于确诊血管瘤
的患儿，需定期随访观察其自然消退
情况。 若确诊为血管畸形，则要根据
医生建议选择激光治疗、药物治疗或
手术治疗等。 （摘自《新民晚报》）

“红胎记”的健康隐患

黄庭坚的茶事与茶诗

健康之友

陈振海 摄

波澜不惊

家庭教育

理解孩子，鼓励孩子，欣赏孩子

乘舟欲行
马宁 摄

□梅金娟

黄土的褶皱里， 华池的山梁像手
掌， 托着几簇灰绿的影子———旱柳的

枝条垂下来，拂过崖畔的窑洞。春分一
过，柳芽儿便成了庄户人家的念想。阿
婆们挎着荆条筐，掐下嫩生生的叶尖，
焯水后拌上荞麦面蒸成“柳芽馍”。 咬
一口，清苦里泛着草木的倔。

崖头的马茹子树似乎最懂孩子

的馋。 到了五月里，它的青果子就藏
在带刺的枝丫间，我们赤着脚爬上土
坡，掌心被划出血痕也顾不得。 待到

七月，浆果由青转红，最后凝成墨玉
般的紫。 祖母用粗陶碗盛了，撒一把
野蜂蜜渍着，说是给念书费眼的孩子
“明目”。 核仁晒干后装进蓝布口袋，
冬天咳嗽时丢几粒进药罐，满屋子飘
着微苦的香。后来读到《本草纲目》里
“蕤仁安神养肝”的句子，恍惚间又听
见祖母在窑檐下捣药的声音。

沙棘林是荒坡上的火。 霜降后，
橙红的果子缀满棘刺，远看像一片烧
不尽的晚霞。 三爷扛着木梯去摘果，
棉袄被划开几道口子，却笑着说：“这
刺是沙棘的骨气哩！”腊月间，倘使谁

家的孩子害了冻疮，沙棘油抹上三日
便结了痂。 沙棘根在地下织成网，把
流沙捆得服服帖帖———就像三爷用

羊皮袄裹紧孙儿那样。
最难忘清明时分的茵陈蒿。灰白

的绒毛裹着嫩茎，在残雪未消的田埂
上探头。 母亲说这是“春神的信使”，
采回来焯水剁碎，和着玉米面烙成蒿
子馍。 麦收时节，割麦人怀里总揣着
这青团子，咬一口，蒿草香混着汗水
的咸。 后来离乡多年，在异乡药铺的
抽屉里看见了晒干的茵陈，忽然懂得
草木的温良———它们把苦酿成良药，

把困境化作了生机。
沟底的柠条开花了，金灿灿的碎

瓣像撒了一地铜钱。放羊人折了枝条
编筐，念叨着“柠条开花，羊儿回家”。
村里人说， 柠条的命和庄稼汉一样，
越是苦楚，越要活得敞亮。

如今站在梁峁上望华池，旱柳依
然垂着旧时的绿，沙棘还是燃着往日
的火。这些草木把千年的光阴写成最
朴素的道理：活着，就是把根扎进深
土里，把果酿成甜，把刺长成铠甲，把
每一寸苍茫都守成家园。

（摘自《甘肃日报》）

美文欣赏

草木风骨

节令之美

孟夏将尽 仲夏登场
□周润健

北京时间 6 月 5 日 17 时 57 分
将迎来芒种节气，意味着孟夏将尽，
仲夏登场。农谚说：“芒种芒种，连收
带种”，此时节，我国北方地区喜逢
收麦，“一川麦浪镰初试， 争得夏粮
粒粒归”；南方地区则忙于插秧，“手
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民以食为天，喜乐在其中。

芒种，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
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民
俗学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
来华介绍， 夏季的节气大多与农事
有关，如小满意味着麦子开始成熟，
而芒种则提醒人们，夏收、夏种、夏
管的“三夏”大忙季节到了。

芒种前后，气温显著升高。“芒种
时小麦已经成熟，人们要争分夺秒地
收割麦子。农谚说：‘芒种忙，麦子黄，
好似龙口去夺粮’。 ‘龙口’指的是降
雨，收割麦子时最怕下雨，因为下雨
会直接影响麦田的产量。 所以，有农

谚调侃地说：‘种在地里都是草，收回
囤里才是粮’。 ”王来华说。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
南方，芒种是插秧的忙碌时刻，人们
不辞辛劳地在水田中劳作， 一块块
稻田换上了新绿。 “新秧初出水，渺
渺翠毯齐”， 秧苗从水中探出头，远
远望去， 宛如翠绿毯子铺在宽阔的
水田上， 绘就出一幅幅赏心悦目的
天然画作。

旧时，割麦和插秧都非常辛苦，
忙的时候常常会人手不够。 唐代诗
人白居易的《观刈麦》就描绘了一幅
“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画面：“妇姑荷
箪食，童稚携壶浆”；南宋诗人杨万
里所作《插秧歌》则刻画了一个“全
家总动员” 的场景：“田夫抛秧田妇
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芒种， 既是收获成果又是播种
希望的时节。愿所有的人，尤其是即
将在这个时候参加高考的莘莘学

子，都能辛苦耕耘，快乐收获，让梦
想成真。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