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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并不是只有在”六一”这天才会收到礼物。事实上，从他们呱呱坠
地那天起，父母们便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赠予过程。一身新衣、一套玩具固然是家
长对孩子爱的表达，但是一份让他们受益终生的礼物，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

我自认不是一个感性的父亲，当身边的男同胞们忙
着给孩子拍照、写笔记留念的时候，我本着一名金融从业
者的职业精神和理财眼光，立志为宝贝女儿打造一个“爱
心账户”，作为她以后的教育和成长基金。虽然宝宝才10

个月，但我已经专门为她办了一张储蓄卡，把她出生时的
礼金和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统统存起来，等将来卡里的钱
多了，再买些理财产品来增加收益。等她上大学的时
候，我会把这张卡连同交易明细一起给她，让她知道这

些钱是爸妈和所有爱她的人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她
自由支配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这些爱她的人。

除了“教育基金”外，我们还为孩子购买了两份储
蓄式保险，连续交18年保费，待孩子年满18周岁后，保
险公司将按照合同规定，陆续为孩子返还“成人金”、
“教育金”、“婚嫁金”……其实我们想得很实际，就
是想在目前经济条件尚可的情况下，给孩子的未来多几
重经济保障。

最近我带孩子去看了陕西话剧团出演的《灰姑娘
与水晶鞋》，原来给他讲过这个童话故事，他并不是很
感兴趣，但他看完话剧之后，能说出来全部11个角色，还
能讲出故事的大概。在看的过程中，有很多演员跟观众
互动的环节，孩子们都很兴奋，无形中提高了他的表演
欲和沟通能力。再比如我儿子对星星很感兴趣，我就带
他去了北京天文馆，他看到古今中外那些外观奇特的

观测仪器非常兴奋，还会时不时的提出问题，为什么
月亮会绕着地球转？为什么地球上会有热带、温带、
寒带？并且告诉我将来他要当科学家，呵呵。

童年只有一次，我觉得最应该留下快乐的记忆给
孩子们，应该多让他们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寓教于
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自己学会一些东西，比大
人教印象更深。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诞下爱的结晶，这是一个
多么奇妙而庄严的过程。孩子是我们血脉的延续，我
们愿意用全部的爱来保护孩子，为他提供能力范围内
最好的保障，脐带血是我们的选择之一。

我和宝爸在给孩子储存脐带血的问题上，意见高
度一致。虽然脐带血的有效性存在不少争议，并且费
用较贵，利用率较低，但是算下来，保存20年，一年
的费用还不到一千，而且这是给孩子一份生命的保障
啊。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决定保存脐带血。

刚刚分娩结束的时候，就有医生在脐带上采集
血。躺在产床上的我，听到医生说“血不是很多”的
时候，我还有些担心，不过后来脐带血顺利通过检
测，我和宝爸就都放心了。

据说现在有人提议将脐带血的保留作为公益事
业，自愿捐献，不收任何费用，这样可以让所有病患都
能使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脐带血原本是要被很多人丢
弃的东西，这远比抽取骨髓来得容易。希望这项提议可
以早日变为现实，人人都能从“生命银行”中受益。

宝宝尚在襁褓中时，我和宝爸早已为他的将来做
了种种规划和打算，想让他在长大后，可以回过头来看
到自己成长的每个脚印，作为纪念也作为一种记忆，

“成长书架”就是我们正在酝酿实施中的计划之一。
我们打算为孩子设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书架，上

面记录并且收藏好他喜欢看和经常看的每一本书籍、
刊物乃至每一年的作文本，并以年份作为区分。随着
孩子一年年长大，书架上藏书渐丰，一本本曾经令他

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将陪伴他度过幸福的童
年、少年。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到一本令他激动不已、百
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的思索过某一个问题，
那么他不会成熟，不会拥有良好的心智。我们希望这
不是一个普通的书架，而是孩子丰富而美好的精神世
界。等他长大后，回头看看自己这些年看过的书籍，
也能看到自己的心智成长历程。

那一年，在欣喜地得知爱妻怀孕之后，我心里就开始
酝酿一个“宏大的”计划：为我们的“宝贝疙瘩”留下最好
的成长印记。宝贝女儿佳佳如约而至后，我为她专门准备
的“成长年鉴”——— 一本可以附带照片的大部头笔记本正
式投入使用，关于女儿最萌、最原始的图像和文字信息
一点点累积起来，汇成了现在厚厚的一本———

满月照所附文字：“哈！大家别见笑，这是我来到
这个世界上最初最真，是不是也是最憨最萌的第一印象
呢？”

百日照所附文字：“身高60厘米，体重7公斤。抱时，已
能独立挺头，每天喝四袋牛奶，加两个蛋黄……”

周岁照所附文字：“已能站立，简单行走。单字说
话，音乐感强。喜欢电视广告画面。”

……
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喊“妈妈”、第一次学走

路……这些琐碎而温情的成长记录一直伴随着她到现
在。我们想通过这本日记，让她感受到我们的爱，让她知
道自己成长的每一步，都有父母最深情的目光陪伴左右。

孩子刚满一周岁，没有来得及给他做很大的规
划，就想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为孩子保留成长
的记忆。由于平时爱好摄影，能做的就是随手给孩
子拍几张照片，定格他生活中的笑，生活中的闹，
从出生时的嗷嗷待哺到现在的蹒跚学步，一张张照
片冲洗出来，也“冲”出了我的一个好点子：我打

算从现在开始在孩子的卧室做一面名为“时光隧
道”的照片墙，把每一年为他拍摄的有代表性的照
片装进精美的相框里，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标注有时
间地点情景。长大后，孩子未记起的，照片记着；
孩子记起的，我们一起记着，每张照片，就是一张
幸福，串起来，就是人生。

女儿妞妞是个多才多艺的小女生，舞蹈、钢琴、
书法、画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见过的人都夸她
颇有几分艺术气质。其实，有几个孩子是生来就有艺
术天分的？现在这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妞妞，
可是老妈我悉心培养的结果哦！

妞妞4个月的时候，我们就给她报名上了早教课
程——— 母婴瑜伽，一对一的课程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肢
体舒展的快乐。女孩子学习舞蹈可以培养气质，我发

现练过舞蹈的女孩子在行走举止方面的确有所不同，
所以让她从3岁起开始学习舞蹈，现在妞妞已经是通过
了三级考试的舞蹈班“老学员”了。除此之外，音乐
是为孩子打开想象力世界的一把钥匙，妞妞通过每周
的钢琴课发现了生活中更加美好的一面，而弹钢琴左
右手的配合，也会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左右脑……

并非想让孩子走艺术这条路，只是想培养她更多的
兴趣爱好，让她以后的人生更加快乐充实、绚丽多彩。

我的孩子天生好动，整天跑跑跳跳的，几乎
没一刻闲着，小脸蛋总是红扑扑的。作为家长的
我们也非常注重为她打造一个健康的身体。为
此，我们让越越从小就学会了跳绳踢毽、打羽毛
球、滑轮滑等各种体育活动。每天晚饭后是我们
一家最开心的时刻，我们带着羽毛球、轮滑鞋等
在楼下的小广场上和孩子一起锻炼，和孩子一起
玩一起跳，或者设定目标亲子比赛。这些体育活

动不仅带动了我们全家的体育锻炼，使平时忙于
工作的我们也有了健身的机会，并且在锻炼中增
加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互动，作为家长亦对孩子
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相信没有哪一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长成
“豆芽菜”或“小胖墩”。我希望我的孩子在拥
有一颗健康心灵的同时，更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来
支撑她快乐的成长。

宝宝三岁多时，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该如何进行教
育，做父母的我们并没有进行岗前培训。考虑到情商教
育对宝宝来讲，是受益终生的，于是送他到一情商机构，
通过游戏的方式学习如何与人沟通交流，如何面对他人
的负面评价，如何正确对待情绪等等，我们做父母的也
能从中学习到如何和孩子有效沟通。随着宝贝的成长，
也惊喜地看到他在生活学习中不断地在实践运用学习
到的理念：比如他的运动能力较弱，和同伴练习拍球时，
他会平和地说：“我不和别人比，我只和我的过去比，看
吧妈妈，我又比刚才多拍了两个”；有时我有情绪生气着

急了，他会反过来安慰我：“妈妈有情绪，一会儿就过
去”；练习较难的钢琴曲，短时间内练不好，他不会气馁，
因为他知道多次练习就是成功的法门；宝贝愿意参加公
益活动，把劳动所得全部捐出帮助他人……

慢慢地，在教育的道路上我变得从容，我看到宝贝
巨大的进步，我认为他具备了做人的基本品质：刚毅、有
责任心、体贴理解他人。和宝贝一起学情商，并不是为了
所谓的“成功”，只为了让他有一个健全的心智，能从容
应对各种压力，能学会与人为善，能让他快乐、自信地学
习和生活！

美国：一是奖励，二是温情

美国的父母们认为，每天都应该是孩
子的节日，他们会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
奖励自己的孩子礼物。美国父母亲送礼
物，一是奖励，二是温情，让孩子觉得每
当自己达到一个小成就时，他们都能收到
礼物。

瑞士：让孩子参加劳动

在瑞士，父母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无能
之辈，从小就着力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精
神。譬如，十六七岁的姑娘，从初中一毕
业就去一家有教养的人家当一年左右的女
佣人，上午劳动，下午上学。家庭教育是
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

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父母从孩子小
时候就让他们认识劳动的价值，让孩子自
已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到外边参加劳
动等。

英国：上私立学校

在英国，界定一个人的背景和所属阶
层，最常用的办法是看他的孩子上的是私
立还是公立学校。因此，尽管有很多学费
不那么高昂的公立学校，但是不少父母从
孩子8岁就要开始一项庞大到令人吃惊的
财务计划，以保证孩子将来能够上每学费
最高达3万英镑的私立学校。

德国：社会义务感

德国家长从不包办代替孩子的事情。

法律还规定，孩子到14岁就要在家里承担
一些义务，比如要替全家人擦皮鞋等。这
样做，不仅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
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社会义务感。

日本：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

日本的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给
他们灌输一种思想：“不给别人添麻
烦。”全家人外出旅行，不论多么小的孩
子，都要无一例外地背上一个小背包。父
母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应该自己
来背。”上学以后，许多学生都要在课余
时间参加劳动挣钱，大学生勤工俭学非常
普遍，就连有钱人家的子弟也不例外。他
们靠在饭店端盘子洗碗，在商店售货、照
顾老人、做家庭教师等挣自己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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