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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留 意 过 自 己 的 父 母 吗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象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的锅子不再雪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

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在吃饭时间他们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

他们感冒或着凉，（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

；

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

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请你千万千万要常

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父母比我们先老，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

他，才会有耐心、才不会有怨言，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为人子女

要警觉，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如果房间有异

味，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为人子女的只能帮

他清理，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因为纵使他们自

己洗也可能洗不干净。 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

小适当、容易咀嚼的一小碗，因为他们不爱吃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喂奶换尿布、生病的不眠不休照料、教我们生活基

本能力、供给读书、吃喝玩乐和补习，关心和行动永远都不停歇。 如果有

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了，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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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原 谅

□

心 如

今天下午上课时，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同学发

生了一点小争执。原因是孩子看到同学拿小木棒

在敲打樱桃树的叶子，树叶被敲掉了几片。 对于

很多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的事情，我的孩子却

情绪激动，她非常生气地说：“他是故意的，这是

我们家的树叶。 他敲我们家里的树叶太可恶了，

不可原谅。让他们回去，不能再留到这里上学了，

太可恶了，不可原谅。 ”看到孩子这样生气，自己

也觉得有点奇怪。当时只是想到可能孩子对这颗

樱桃树感情太深了， 平时没事总喜欢在树上玩

耍，在树上休息，在树上给小鸟搭窝。樱桃树带给

孩子很多的快乐。 她不希望樱桃树受到伤害。 我

是这样认为的，但又觉得孩子怨恨的情绪有点太

大了。 这点小事不应该有这样激烈的反应的。 虽

然我通过讲道理化解了孩子心里的情绪。但是如

果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我感觉孩子还会有这样过

激的情绪。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以前孩子的心量是

很大的，现在却变得这样斤斤计较。 很小的事情

到她这里就变得不可原谅，甚至要赶走人家。 孩

子变成这样我自己很惭愧。

开家长课的时候，我们正好看到“修身为齐

家之本”的教学片，非常有感触。 当蔡老师讲到

孩子一生下来，两只眼睛就是摄影机，耳朵就是

录音机，无时不刻都在看在听，父母的言谈举止

所作所为都在给孩子做榜样。这些正面的，反面

的榜样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家长的

点点滴滴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灵成

长。 孩子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家长身上找到答

案。 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

暑假的时候，我们和邻居家里发生了一次纠纷。

有一天我们的邻居忽然敲开了我们家的门，然

后二话不说， 搬着梯子进到我们家里就开始剪

我们家的树枝。原因是树枝碰到他家的墙壁上。

面对对方的无理我特别地生气， 觉得这是在我

的家里，他就可以这样强势地来剪树枝，假如他

能讲出来，我们并不是不讲理的人，不用他上来

我们自己都剪了。我就很生气，把剪树枝看成很

大的一件事，认为邻居家太无理，他这种行为是

在侵犯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反应也非常地激烈。

当时孩子看到我很生气还劝我说：“妈妈， 幸亏

他们只有剪掉几小枝，对吧”，“不要紧”。现在回

想起来，孩子的心量那时还是很大的，是我做家

长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定力。 没有在事情发生

的时候提起理智。 假如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

考虑就不会这样生气。 他这样做并不是故意要

无理， 而是他们家的房子墙根是土地， 没有硬

化。 连着几天下雨，雨水泡到了他们的房子，心

里着急才会做事不考虑影响。并不是有心的。是

可以原谅的。 现在明白了，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自己的做法也成了孩子学习的榜样， 因为自己

的心量很小，也缩小了孩子原本宽容的心量。这

就是为什么孩子认为同学的做法不可原谅的真

正原因。我现在很后悔，自己《弟子规》学得太差

了。 孩子点点滴滴在学。 作为家长真的要小心

了。

发生在孩子身上的这件小事对我的内心触

动很深。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孩子是每个家庭

的未来，他会承担我们的家风，家道，家业。我们

期许自己的孩子以后是怎样的人， 家长自己就

要做到怎样的人。我们希望孩子以后家庭和谐，

我们就要现在经营自己和谐的家庭。 我们希望

孩子以后婚姻幸福美满， 现在自己就要努力经

营幸福美满的婚姻；希望孩子在晚年幸福，就要

让孩子看到做子女的为父母尽心竭力的付出，

自己的晚年才会幸福。父母的晚年，就是自己的

晚年。 教育是上行下效，是教育者的以身作则。

这是我们祖先五千年文化对教育的传承。 孩子

的成长实际上是家长的不断成长。“教儿教女先

教自己。”这也是我学习《弟子规》的一点体会和

心得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共勉。

弟子规伴孩子快乐成长

———学习班负责人谈《弟子规》教育

主持人：赵 岩

嘉 宾：思归子（传统文化学习班负责人）

今日沁阳：为什么办这个班？

思归子：自己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本来我没打算

办这个班， 后来想到把孩子送到北京学传统文化，身

边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希望有一个能让孩子

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地方给孩子提供成长的机会，成

长的环境，然后我们几位家长，几位老师开始准备。暑

假前的一个月，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投入了

无限的爱心， 这里所有的投资都是家长们自动自愿

的，包括孩子们用的书籍、课本都是家长们提供的，他

们作为父母对孩子们的爱心让我不能再拒绝，所以我

就办了这个班，我们这个都是免费的。

今日沁阳：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学习《弟子规》呢？

思归子：《弟子规》是清朝的李毓秀夫子编写的童

蒙教材，我以前认为它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的童蒙教

材，接触弟子规之后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它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是做人的根基。 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优越

的环境中，虽然富但不乐。 曾经有个长辈说自己十二

岁的孙女竟然都不会笑了，一个老师说十二岁的孩子

不会笑不算什么稀奇的，现在幼儿园里三岁的孩子好

多都不会笑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吃得饱穿得好

却不快乐？ 我想现在的孩子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德

行的缺失，孩子的心里充满了欲望，每天只想着吃好

的，穿好的，玩好的，变成了欲望的奴隶。 他们不懂得

做人的本分，不知道如何与父母、长辈和老师相处，不

懂得如何与兄弟姐妹、同学相处。 他们不懂得人生的

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人活着还有更有意义的事能让他

们快乐。 而《弟子规》正好告诉孩子做人的道理，做人

的本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处事，如何与身边的人相

处，告诉孩子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在带孩子

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弟子规》是一部非常好的

宝典，是所有家训、家风的总和，是儒家文化的根，是

做人的根本。

今日沁阳：这些孩子学习《弟子规》觉得怎么样，

他们愿意学吗？ 孩子学了《弟子规》后有哪些表现？

思归子：孩子是很爱学的，在教学过程中，我有一

种很深的体会，孩子是很好教的，关键在于我们做家

长的，做老师的要有一颗最真诚的爱心。 在这里的一

个月左右时间里，这些孩子有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比

如说，有一个孩子在家里不爱说话，不爱笑，爱发脾

气，爱顶嘴。我了解到这个孩子的父母爱发脾气，爱吵

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这个孩子觉得自己被忽视，

慢慢的他的心也变得冷漠，因而就表现出顶撞、对立，

所以在家里很爱顶嘴。 那么通过在这里的学习，我们

主要是开启孩子的孝心， 因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

是一切爱的原点。 如果一个孩子连父母都不感恩，那

么他也不会去感恩任何一个人。所以当孩子生活在感

恩的世界中时，他们是快乐的。通过我们的引导，这个

孩子回去之后变化很大， 不仅会主动跟父母交流，变

得爱笑，而且会跪下来给母亲洗脚，当她给母亲洗脚

的时候她说自己很幸福。 真的，如果你当下做到了弟

子规的要求，那么你当下就会感受到幸福。 为什么现

在的孩子在学习中不快乐？我记得温家宝总理在一次

教育工作会议上曾说过， 教育应该是学和思的结合，

知与行的结合，这样孩子通过学习进行了思考，知道

了所学要和自己的行为结合起来。比如说，红灯停，绿

灯行，如果让孩子做题，他们都会做，会打对号，但实

际行动中他们仍可能会闯红灯。而《弟子规》是生活的

教育，在生活中让孩子体会做人的本分。 所以孩子在

这里学得都很快乐。 我要求孩子每天写日记，有一个

低年级的小朋友，写日记是他的弱项，每天都写没有

关系的几句话，通过我们老师的鼓励式教育，有一天

他日记上写道：“奶奶开饭店很辛苦，来一批人就做很

多饭，一碗一碗地做，一碗一碗地做，来一个做一碗，

来一个做一碗。”虽然写得并不好，但让我们每个人都

很感动，孩子把所学与所做真正结合了起来。所以，弟

子规是生活的教育，是在生活中扎孩子德行的根。

今日沁阳：现在我们主要开设哪些课程，为什么

这样设置？

思归子：目前是开了《弟子规》、生活的教育课。主

要是让孩子对弟子规的句子有一个了解和理解，并且

在教授句子的过程中，我们会穿插很多家务活，还给

每个孩子设置了职务，就是总经理，他们要管理自己

的书籍，管理自己身边的物品，书籍等物品就是孩子

的员工， 我们要求每个孩子都要管理好自己的员工，

让它们井井有条。 在这样的引导下，孩子会很快乐地

去做家务。孩子的管理能力是从做小事的过程中得到

提升的，不是到工作岗位上就有的。 不要小看这么多

的小事，许多小事放一起是很细碎的，尤其是家务活

动，最能锻炼孩子的耐心和吃苦精神。另外，教授弟子

规最重要的是开启孩子的孝心，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

辛苦。 有个孩子在日记中写道：“下雨了，我和妈妈都

淋雨了，妈妈的头发被淋湿了，回到家妈妈拿毛巾先

擦我头上的水，我很感动。 ”所以，当我们正确引导孩

子时，孩子都能很细心地体会到周围人的付出，就会

有回报，就会有行动。当孩子给父母洗脚时，父母和孩

子都会很感动，也会感到很幸福，还会使孩子体会到

行孝的快乐，体会到行孝要及时。 第二个课程是读诵

经典课。 经典承载着祖先五千年的文化，也承载着五

千年的智慧，在孩子记忆力很好的阶段，让他们记住

祖先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开设

了读经课，让孩子在读诵经典中定下心来，教给孩子

读书的方法，怎样把书长久地读下去。 中间还会穿插

一些歌曲，因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好的歌曲能够开

启孩子的善心，也可以开启孩子的善行。 下午的课程

主要是书法课，书法是一门很文雅的艺术，教授的重

点不在于孩子把字写得多漂亮，而在于使孩子对汉字

有一颗恭敬的心。 在细细的描红过程中，渐渐描去孩

子的浮躁，增强孩子的定力。此外，我们还有关于汉字

智慧的教学，让孩子了解汉字的渊源，含义，造字方

法，从而使他们对我们传统文化更有兴趣。 在孩子学

习过程中，我还教他们怎样查篆字工具书，当他们把

自己的名字查出来用篆字书写的时候都很高兴。为他

们以后在书法道路上的发展奠定基础。

今日沁阳：学生家长对孩子参加这样的学习有什

么感受？

思归子：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家长课，家长来这里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并不是向某个人学习，而是学习

我们祖先留下的经典，内容主要是《弟子规》。 通过学

习，家长也看到了孩子的变化。 我前边讲的例子都是

家长告诉我的， 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现在都爱做家务

了，爱顶嘴的现在也都不顶嘴了。 以前嫌父母啰嗦，

父母一句话没说完就不耐烦的现在听到父母啰嗦也

都闭嘴了，以前爱争吵的现在也不再争吵，不再发脾

气了，因为我们在这里也会给孩子做引导。 每个人身

上都会有一些坏习惯， 这些坏习惯就像我们身上的

垃圾，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但它出来时

我们就正好发现了。 发现了敌人是件好事，所以要敢

于认错。 当我们有个认错的态度，并能丢掉坏习惯，

就像丢掉身上的垃圾一样， 所以孩子在这样的引导

下都能非常高兴地丢掉自己身上的坏习惯， 去努力

改正。 孩子的变化是从顶嘴不笑到感恩父母，从懒惰

变得勤劳，从爱发脾气变得非常温顺。 家长看到孩子

的这些变化也是非常有感触， 有很多家长都很想把

孩子送来只是因为这边条件有限而不能满足， 我们

也希望，以后有更好的条件，能接纳更多的孩子来学

习这样的课程。

学生日记及评语

学生：飞飞

2011

年

7

月

19

日

晚上，吃过晚饭后，妈妈觉得很

累， 就说：“要是谁能帮我捶捶背就

好了”。我说：“我能。”然后我让妈妈

躺到床上， 自己认真地帮妈妈捶着

背。妈妈夸我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教师评语：“父母呼，应勿缓”你

听到了父母的呼唤，能很快去做。好

棒！

2011

年

7

月

20

日

晚上，妈妈带我去天鹅湖玩。我

们来到天鹅湖的小岛上来打羽毛

球。 “球掉啦，球掉啦！ ”我边说边正

准备着去捡球。我正要去捡的时候，

突然， 一个我从不认识的小弟弟帮

我把球捡了回来。 我连忙说：“谢谢

你， 谢谢你。 ” 小弟弟也说：“不用

谢”。

教师评语： 得到对

方的帮助会很快乐 ，我

们也要将这种快乐传

递， 去温暖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你是一个做事

认真的孩子，继续加油！

2011

年

7

月

23

日

今天， 我和爸爸妈

妈去捉知了。 我们捉了

二十个， 有十几个都被

我放生了， 因为他们都

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教师评语：你的爱心扩大了，但

是护生才是最大的放生。

学生：凯凯

2011

年

7

月

21

日

中午妈妈来接我回家的路上，

妈妈说：“我的背没有知觉了，”我就

帮妈妈捶背。 妈妈说：“真舒服。 ”我

能帮妈妈分担她的疲劳， 我心里很

高兴。

教师评语：“父母呼， 应勿缓”。

李凯是非常聪明的孩子， 时时能看

到父母的需要就是孝心。 坚持可以

做得更好。

2011

年

7

月

27

日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看脑瘫的儿

童，他们很可怜，不能走路，不会说

话。 妈妈说：“我们一生有很大的理

想，而那些脑瘫儿童，他一生中最大

的理想就是学会走路。”我以后要好

好学习。 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和

宝贵的时间。

教师评语： 珍惜时间就要从珍

惜课堂的每一分钟开始。 真正做到

才是好孩子。

2011

年

8

月

1

日

昨天， 非常冷， 我妈把窗开开

了。好冷啊！第二天不知谁把窗户关

了，妈妈知道了是爸爸。要是爸爸不

关窗的话我就会感冒的。 以后我要

体谅父母的苦心，不让父母生气。

教师评语： 你的心比以前敏感

了，看到了爸爸的付出。老师相信你

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会做到孝顺父

母，不让父母生气。

学生：坤坤

2011

年

7

月

25

日

今天我看动漫， 让我懂得了父

母会错怪我们。如果过了一会儿，父

母气消了再说理由， 父母会消气。

“父母责，须顺承”。

教师评语：你的体会很好，能在

遇到父母生气时做到 “父母责须顺

承”才是真正的学问。

2011

年

7

曰

27

日

今天我去医院看脑瘫儿童。 我

带书了，他们不会说话的会走路，要

不就是会说话的，不会走路。正规学

校不收，无法上学。我的健康身体是

妈妈给的。 妈妈！ 我用行动感恩您。

教师评语： 老师期待听到坤

坤孝亲的行动。

2011

年

8

月

5

日

老师讲了篆字，我很高兴。我

希望全部会。 老师让我查 “李政

坤”三个字。回到家我让妈妈看了

看，妈妈很高兴。因为我们学篆书

了。

教师评语： 中国的汉字是智

慧符号，我们通过学篆字，可以了

解到祖先的智慧。你这样好学，一

定可以学得很好。

学生：琳琳

2011

年

7

月

18

日

今天我在家里上课时， 得了

很多奖，我很高兴。今天我还拼图

了，拼的是《弟子规》。 我拼了四

个，我真快活。

今天我看到外面要下雨了，

我把外面的衣服收了进来， 一件

件叠好放好，放到床头，今天我又

做了一件好事喽。

教师评语： 学习是快乐的事，

“勿畏难， 勿轻略”。 恭喜你又进步

了。 你看到了父母心里的呼唤。

2011

年

7

月

21

日

今天我做到了不嫉妒， 替人高

兴的心。就是在上课时，他（她）得了

奖，或者是让老师表扬了，我就会给

他（她）们鼓励，让他（她）能下次更

加努力。

教师评语：真能时时替人高兴，

就能给自己培福，加油！

学生：然然

2011

年

7

月

19

日

早上妈妈洗衣服， 我看见妈妈

蹲着很累，就帮妈妈拿了一把椅子。

妈妈说：“这个椅子有点高。”我又跑

去拿了一张小凳子， 给妈妈送了过

去。 妈妈笑着说：“谢谢。 ”我的心里

非常高兴。

教师评语：“父母呼， 应勿缓”。

你看到了父母心里的呼唤。 为人着

想是第一等的学问。

2011

年

7

月

22

日

今天我过生日， 妈妈给我和弟

弟买了两个小蛋糕。 一到家我就让

奶奶先吃了一口， 又让妈妈吃了一

口。弟弟先让爷爷吃了一口，妈妈也

吃了一口。我问爷爷奶奶：蛋糕甜不

甜。 爷爷奶奶笑着说：“甜！ ”妈妈说

我是弟弟的好榜样。

教师评语：“长者先，幼者后。兄

道友，弟道恭”。 姐弟和谐相处是最

大的孝心。

2011

年

7

月

27

日

下午， 老师带我们去脑瘫儿童

康复中心。看到那里的小朋友，有的

不会说话，有的不会走路，我们都给

他们送了一件小礼物。我送的是《幼

儿画报》，一共四本。 我们都特别高

兴。 今天的收获真大呀。

教师评语： 助人是人生最快乐

的事。 用自己的能力去付出会更有

意义。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帮

到更多的人。

学生：萌萌

2011

年

7

月

29

日

今天，妈妈买了一个大西瓜，妹

妹就赶快跑到妈妈跟前说：“我要吃

西瓜，我要吃西瓜，我不让你们吃。”

以前， 也许我会跟妹妹抢，但

是，今天我好像变了，我不但没有跟

妹妹抢，我还没有跟她发脾气。

我觉得让人也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如果我忍住了， 我就不会和妹

妹吵闹，我觉得，今天好像比以前懂

事多了。

教师评语：“见人恶， 即内省”。

是的， 一个人的成就和忍耐的功夫

是分不开的。

编者案：一直以来，《今日沁阳》很想做一期或数期有关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的专版。 近几年来，在我市已有一些有志传承传统文化的民间组

织和个人在积极地做着努力，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劳耕耘着，为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和净化我们这片土地付出了他们的心血和劳动。

暑假期间，有这样几位学生家长，他们自发地出人出力出钱办了一

个学习《弟子规》的学习班，他们的做法令我们感动，令我们敬佩，更值得

我们效仿和学习。 《弟子规》教我们面对恩重难报的父母，我们该如何地

敬爱他们，孝养他们。古语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行孝是做人的

大根大本。 如果把子女比喻为树干，父母就是我们的根。 要想树叶繁盛，

不从培根护本做起是不可能达成的；反之，如果把根毁伤，即使再繁盛的

树木，也不免枯萎。根深叶茂是很简单的道理。《弟子规》教我们如何做人

做事，如何使我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本期副刊，我们选择了学习班里一些老师和小学生通过学习《弟子

规》的体会和感悟，这些文章和日记，一定会使我们感到新鲜和感动，感

到高尚和快乐。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把她们献给我们亲

爱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