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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公公益益活活动动中中收收获获爱爱与与成成长长
45名中学生获山东首届复星保德信青少年志愿奖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王婷婷 通讯员 魏本江

赵珣）“作为一名青年大学
生，我们救人时并未考虑太多，
只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这位水
中救人的大学生轻描淡写地说
着自己和同学救人的事情。

1月15日下午，山东凯文科
技职业学院16级机电一体化专
业的吴晓东、武宗金同学路过
章丘某人工湖时，发现有一名

老人落入湖中，他们俩立即赶
到出事地点，跳入冰冷刺骨的
湖水中将老人救上岸。老人得
救后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吴
晓东由于用力过猛，右手韧带
拉伤，现仍在章丘区一家医院
治疗。

据悉，被救老人叫赵京利，
现年63岁，当天他在湖边割芦
苇时不小心掉入水中，幸得两
位大学生相救。赵京利说：“两

位同学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他
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和护理吴晓
东同学。吴晓东的父亲说：“孩
子救人后怕家人担心，隐瞒了
自己的伤情，我们为孩子的救
人行为感到骄傲！”

据吴晓东、武宗金的辅导
员介绍，凯文学院一直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教学的根本任
务，把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教育学生的主
体内容。学院通过实施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培养了
学生的优秀品质和社会责任
意识。吴晓东、武宗金日常表
现积极向上，热爱班级，关心
同学，他们这次的救人行为，
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彰显了
凯文学子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的优秀品德，是当代青年学生
学习的楷模！

本报济南1月28日讯（记者
尹明亮）“让世界因为我

正能量的行为，而变得更加美
好。”27日，在省会济南，由本报
与复星公益基金会和保德信金
融集团举办的山东省第一届复
星保德信青少年社区志愿奖评
选落下帷幕，45名来自各个中学
的初、高中学生分别获得2018年
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区明星志
愿奖和优秀志愿奖。

自去年6月份开始，已经在
国内举行了四届的复星保德
信青少年社区志愿奖首次走
进山东。随着优秀志愿服务案
例的开始征集，一份份申请材

料陆续寄到本报编辑部。在他
们之中，有的曾赴新疆、西藏
支教，有的在默默地关注着身
边的弱势群体，有的是多年持
之以恒地参与志愿服务。

经过评选，组委会最终从
100多名候选者中选出45名获
奖者，其中包括明星志愿奖15
个、优秀志愿奖30个。获奖学生
来自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济南外国语
学校、济南育英中学等学校。

“将爱与温暖的火炬传递
到世间各个角落，用热情和温
暖编织出未来最温暖的画面。”
在颁奖典礼现场，来自山东省实

验中学的李卓群用一段发言道
出了许多中学生志愿者的心声。

“我突然意识到，互相拥抱的温
度绝对比双手取暖要来得炽热，
当我们的温度持续上升，世界就
不一样了。”来自济南育英中学
的王云骞说。

“鼓励青少年通过参与志
愿活动帮助别人、服务社区、
奉献社会。”复星保德信人寿
保险一位负责人介绍，2018年
山东省复星保德信青少年社
区志愿奖评选虽然已经结束，
但希望这个活动能带动更多
的青少年去主动接触社会、了
解社会、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徐洁

从欣赏和鼓励做起
让孩子不怕写作

表达是一个人的本能，不
过，许多孩子会觉得写作是件
很难的事。26日，慧爱父母学堂
主讲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林静作客慧爱父母学
堂，讲述如何帮助孩子体验写
作的幸福，她的儿子徐知临在
10岁时出版过一本书《小豆丁
幼儿园成长记》。

曾有一个孩子对林静说：
“我不喜欢写作文，因为我写不
好。”她感觉遗憾的是，一个孩
子在学习写作之初，就有了如
此的体验，其实孩子开始接触
一件事情的时候，情感上的感
受是最直接的，就像孩子离开
妈妈的子宫，最需要的是安全
感。其次才是认知，学习也是一
样，当孩子不断产生正向能量
时，就会一直努力，早晚有一天
会爆发出潜力。所以，在孩子的
学习或写作上，父母首先要做
的是给孩子建立科学的、正向
的连接，信心上相信自己能写
好，情感上不排斥写作，觉得写
作是件快乐幸福的事。

还有的父母会说，写作好
语文才能得高分，才能找到好
工作。林静说，其实，这种引导和
刺激是外在的，并不能让孩子感
知写作的快乐，第一个关键就是
让孩子感知写作的快乐。

“第二个关键是能让孩子

感知，沉浸在优美文字中的那
分美好，这一定会让他后面的
写作感觉到幸福，让孩子感觉
到语言文字文学表达出的真善
美是发自内心的好。”林静说，
第三个关键，就是让孩子体验
到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但这无
法用道理来让孩子相信。

有的父母会说，是不是每
天都夸孩子“你写得真棒”就可
以了。林静讲了童话大王郑渊
洁的故事，他小时候观察，当他
写作的时候，爸爸会很开心，有

一天夜里，他睡醒后发现，爸爸
在给他灌钢笔水，就是这样一
个动作成为对他的莫大的鼓
励，让他觉得写作是一个很美
好的事情，由此心生情感上的
认同。

多多体验生活
才有话可说

有的孩子常常抱怨没有东
西可写。林静说，这是非常正常
的，不是孩子的错，有的家长会

说，“我带他去旅游，带他去公
园、游乐场玩，这不都是体验
吗？”林静认为，这些事情本身
不是真正的体验。

林静现场讲了一个小故
事。她说，她的几个学生在北京
实习，其中一个女孩说，来北京
找房、租房之前，从来不知道一
个人生活的劳累，这时她才意
识到，父母以前为她做的那些
事情原来也是很艰难的。她在
交流中说，她想感谢父母，她现
在每天都在为吃什么发愁，而

妈妈为她做了十几年的饭，想
必每天也是挺难的。

什么是体验呢？林静认为，
这就是真正的体验，是一下子击
中人心灵的东西。可能去公园的
时候，父母会在一旁说，这是什
么植物，属于什么科、什么属，孩
子无暇体验天然合一的自然感
觉，他的体验是支离破碎的。

日本一位叫中谷实的二年
级小学生，在他的书中说：不管
谁来了，看见我总是说“又长大
了”“上几年级了”“就要上三年
级，这么快啊，上次还是一年级
呢我记得”，说着就来摸我的
头，大人们啊，总是说着同样的
话。林静说，这与写作文的套
话、空话是一个道理，是没有走
心的话，甚至是从范文中学来
的套话，同样不会打动人。

让孩子真正学会用写作的
方式表达自己，除了体验外，思
考也很重要。她建议，父母应多
给孩子营造有创造性和个性化
的思考机会，多与孩子讨论开
放性问题，甚至珍惜孩子与大
人的每一次辩论、顶嘴，还应多
鼓励孩子阅读报刊，经过深度
思考加工而来的文章，与快餐
式的网络消息带给人的深度思
考是不一样的。

“从尊重孩子与你的辩论
开始，从尊重孩子对某一个权
威不同的意见开始，从尊重孩
子的异想天开的作文开始。”她
建议，情感力、思考力也是未来
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可以
立足于这个世界、不被机器取
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凯凯文文学学子子

湖湖中中救救人人扬扬美美名名

儿童文学专家走进慧爱父母学堂为家长支招：

让让孩孩子子爱爱上上写写作作的的三三个个关关键键
许多孩子会为写作发愁，无法提供帮助的父母只能将孩子送进作文班。不过，顺畅地用文字表达，

不仅是为了写作文，更是人的基本交流能力，能酣畅淋漓地表达情感、思想，人生就又多了一种幸福的
体验。作为普通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不惧怕写作，甚至热爱写作呢？1月26日，慧爱父母学堂走进济南盛
福实验学校，为家长支招。

获奖中学生合影。

1月26日，慧爱父母学堂走进济南盛福实验学校，家长们认真听专家讲座并记录。 本报记者 徐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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