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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如何引导孩子写作？有
时候大人所说的一些写作方法对
于孩子是不适用的，不能对所有的
孩子都笼统地用同一套方法来训
练。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中间
怎么写，这些大框框小孩子他是根
本听不懂的，也是不可以过早跟孩
子讲起的。

写作要从培养兴趣、激发想象
力，从口头表达开始。要让孩子有
话说、敢说，不能要求过多、过严。
不要总是强调表达的是什么思想
啊，最后还要拔高一下，这是最忌
讳的。可以和亲子共读结合起来，
多和孩子一起探讨：平时阅读这本
书，哪里打动了你？作者用了什么
写作方法……慢慢地，就进入语言
写作阶段了。

钱理群：引导孩子“写作”，首
先要引导孩子“聊天”。当一个孩子
看到感兴趣的事物的时候，就会兴
奋地说许许多多的话，在这个时候
家长稍微引导一下，他说话的思
路、写作的思路就出来了。

老师要面对太多的学生，很难
逐一这么细致地引导，但是家长是
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读了几篇金
波先生的散文、诗歌之后，可以跟
孩子一起分析讨论类似的内容应

该怎么写。孩子需要引导，需要鼓
励。在聊天的过程中阅读，在阅读
的过程中聊天，一起讨论他喜欢的
作品好在哪里，问问他对这个内容
有没有另外的想法，可不可以有另
外的写法等等，在聊天的过程中把
阅读和写作结合起来。

金波：但是，家长本人必须对
孩子喜欢的东西感兴趣，他要是特
别厌烦某件事，觉得这有什么可说
的，那孩子会受打击。所以家长要
关心孩子的爱好、兴趣。

钱理群：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的
谈话中反复强调的，亲子共读共写
中，家长也在不断成长。家长先要
训练自己，提升自己。

金波：所以有人说嘛，儿童文
学也是教育家长的文学。

我觉得对孩子的写作真的要
多鼓励。作文啊，哪怕一两句写得
生动、流畅，也要肯定。不能否定太
多。如果孩子对作文没有兴趣了，
进步就更慢了。我举个例子。我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不会写作，
读冰心的一些短诗，也读不懂，可
我就是愿意一行一行地模仿着写。
记得有一次写的是一首关于春天
的诗，老师怀疑不是我写的，后来
我的同桌证明是我写的。老师对我

会写诗非常高兴，实际上那不叫
诗。老师还用毛笔字抄写了我的
诗，贴在墙报上。这件事对我鼓励
很大，从那以后，我就相信我会写
诗。从此以后我一直坚持写诗，写
了七十多年。

钱理群：你这么一说，我也想
起来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跟你一模一样。那时候我上小学，
就喜欢乱写，凭着想象随便写，没
有任何技巧，也没有任何文学呀、
诗呀之类的概念。老师看来看去：
哎，你这是诗啊。我说：啊，这是

“诗”？心里开心得不得了，就下决
心：将来我要做诗人。

金波：鼓励非常重要，孩子写
得再不好，你也要给他挑出一点好
的，加以鼓励。对孩子的写作绝不
能全盘否定。

钱理群：也就是说，教育孩子
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
要过于理性，想要一开始就引导些
什么。家长心里可以有一个底线，
但是不能用很简单的方式，而要遵
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金波：要了解儿童心理，这非
常重要。家长无论是教育儿童，还
是跟儿童交往，知道了、重视了儿
童心理特征，往往就会有童心，就

会知道该怎么和孩子交流。
学习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连贯

的过程。学习写作是从学说话的时
候就开始的。一个会口头表达的孩
子，他的作文不会差到哪儿去。

有的孩子常常有这种感觉：人
家能写出来，我怎么写不出来？孩
子有了这种疑问是好事情，你要抓
住时机，因势利导。有时候，即兴
地、有现场感地进行写作讨论或写
作练习（包括口述）效果很好。比如
在旅途中，或面对人和事，可以分
别练习写景、写人、写事，孩子感到
陌生，或不懂，写得不好，没关系，
可以通过和他切磋来补充、修改。

钱理群：我赞成你的观点。有
条件要多带孩子去看展览，一开始
他可能根本看不懂，也不一定有兴
趣，家长经常带他看，看多了他自
然就会有某种艺术感觉。经典的艺
术形式，要让孩子知道。等长大以
后，他回想起来：哦，我原来看过
的。原来看过，和从来没有看过，是
大不一样的。小时候糊糊涂涂地
看，长大了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过
程。也就是说，不要有太强的功利
目的，期待带孩子看一次展览，他
就会感触很多。他可能毫无感觉，
甚至毫无兴趣。家长要坚持带他

看，这周看，下周看，看不同的展
览。如果能深入到手工作坊，他能
操作，那样最好。让他知道得越多
越好，暂时不懂没关系。教育就是
这样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也带有一定的引导性。

中学生、小学生读鲁迅作品的
意义就在这里。鲁迅自己就说过，
他的有些作品，没有阅历的人是看
不懂的。中小学教材所选的鲁迅作
品是适合学生读的，可部分学生比
较难读懂，或者说似懂非懂，但都
要让他们读。我说过，中小学学生
读鲁迅作品就是“认门牌号码”，他
们知道有鲁迅这个人，他有什么代
表作，等到长大了，有了人生经验、
生命体验，就会突然醒悟：哦，原来
当年鲁迅的作品，讲的是这个意
思。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强。

金波：他长大以后不会忘。
钱理群：长大了自会理解，童

年时代有一个印象很重要。鲁迅这
样的原创性思想家、文学家的经典
作品，是要读一辈子的。中小学的
基础是不可少的。

金波：儿童阅读有自己的方法
和规律。幼儿看图画书跟我们就不
太一样，能发现很多细微的地方。
那边边角角的地方，他看完，一下
子就记住了，记住以后，下次再看
那本书，他又找到那地方，而且又
有新的发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提
醒——— 他为什么感兴趣？为什么那
一页他总是看？为什么他一次一次
地告诉我们那些内容？孩子看图画
书，就是在不断地发现。

钱理群：这让我想起抽象派的
绘画，其实孩子反而比我们更容易
理解画作。对抽象派的绘画，我觉
得孩子有天生的亲近感。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
庭氛围的问题。关键还看家长自己
的修养，家庭里有没有读书的氛
围。我小时候，家里从来不管孩子
读什么书，没有进行过任何专门的
阅读教育，但是全家人都爱读书，
有一种氛围在那儿，我不知不觉也
喜欢读书了。

金波：在家里能有一些书放在
那儿供大家读，这跟没书完全不一
样。咱们说了半天，其实好多问题
都是跟家长有关。我们提倡亲子共
读，实际上在进行补课：家长自己
要爱读书、会读书，孩子才会爱读
书、会读书。一切从家长自己做起。

（摘选自《我与童年的对谈》，
内容有删节）

步入老年后，学者钱理群和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后住进同一家养老院而成为邻居，因为对儿童教育的共同关注与焦虑，，两位耄耋老人展开了
一次次对话。《我与童年的对谈》凝聚了两位老先生对儿童成长、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等问题的见解，他们尊重儿童的的主体性，提倡保护儿童的天
性，保护儿童的好奇心、直觉和想象力，希望孩子成长为感情丰富的人。正如钱理群所说，他自己以及所有作者、老师师和家长的历史使命和最大幸
福，是将孩子们引导到创作经典的大师身边，“让他们——— 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心贴心地谈话。我们只是躲在一
旁，静静地欣赏，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就为这个瞬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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