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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横抱，轮指回旋间气韵流淌；三弦弹拨
相和，婉转和谐；二弦音色柔美，渐起沉吟；执板
者一声拍叩，应声而歌……近日，龙海区程溪下
庄小学四年（2）班林芷煊、三年（1）班张嵩睿和六
年（1）班吴馨沂在一起练习南音毛泽东诗词《卜
算子·咏梅》。

吴馨沂等几位同学学习南音有三年时间了,
现在他们会弹唱的曲目有《静夜思》《直入花园》

《绵答絮》等。起初吴馨沂和许多同学一样，感觉
学南音有点难，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她认为，
南音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所以越听越觉得好
听，它舒缓、纯粹、从容，这与其他音乐还是有些
不同的。

“目前下庄小学南音社团活动采取集中教学
与分组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每周三下午校本课
程时间，设置南音演唱课程，采取集中教学。星
期六、星期日晚上设置南音乐器课程。”龙海区程
溪下庄小学校长曾梅玉介绍，下庄小学南音社团
成立于 2013 年，至今已有两百多个孩子参加学
习。2020 年 12 月，学校被确定为“首批漳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特色学校”，并参加了“漳州市
非遗小课堂”的录制；2021 年，南音毛泽东诗词

《卜算子·咏梅》参加第四届福建省曲艺丹桂奖少

儿大赛三等奖。南音社团多次参加龙海中小学
生文艺调演，荣获一等奖和三等奖；连续三年参
加漳州市中小学艺术节，获得优秀创作奖及小学
甲组二等奖等。

“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有‘中

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双减’以来，孩子们
学习南音的积极性更高了，家长们的认同度也越
来越高，大家都很欣赏和重视这个‘非遗进校园’
项目。”曾梅玉说。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读者：孩子遇到困难会出现畏难心理，应
该怎么克服？

芗城金峰实验小学心理咨询室李春玉老
师回复：孩子的发展就像建楼房，老师就像脚
手架，当孩子正在学习新事物时，给予他支
持，等孩子的能力上来了，他可以做到本来做
不到的事情，这时我们可以移走支架，让孩子
独立。帮孩子搭脚手架，有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要引导孩子定义困难。孩子面对
困难，左右为难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的思维卡
壳了。我们会帮他们捋一下思路，请他们认
真想一想，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思考的
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这时候我们清楚了原
因，就可以帮助孩子先把心结打开。面对困
难，孩子退缩，或者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不
要立刻就帮他们解决，而是延长孩子的思考
时间，有时候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面对困
难，还没理清楚自己的感受。

第二，懂得调整任务的难易度。调整孩
子练习的难度，既不要太难，让孩子无从下
手；又不要太简单，能帮孩子走出“舒适区”。
给孩子布置任务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孩子，如
果看到他努力过了，但就是无法达成目标，甚
至都有些沮丧了，这可能就代表任务太难，我
们就该提供脚手架支持，而不是一味地让孩
子经受挫折。如果孩子实在说不出什么方
法，这时我们需要引导他们描述一个小目标，
然后开始进行下一步，给孩子提示，把任务拆
解成小步骤，变成一个个的小目标，孩子就可
以按步骤一个一个地搞定了。

读者：我家孩子总会认为，自己在外面捡
到的东西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应该用什么样
的方式教导他，跟他说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呢？

闽南师大附小林宝凤老师回复：“我在马
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
面，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对叔

叔说了声……”一首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儿歌
萦绕于耳边，它教育着我们要拾金不昧，哪
怕是从地上捡到的东西，也不能占为己有。
当孩子捡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时候，作为家
长要正确地引导孩子、相机教育，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了解孩子的喜好。孩子喜欢的东
西很多是我们想不到的。发现孩子把外面捡
到的东西带回家时，家长也不用过于着急。
孩子往往自控能力弱，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
产生很强烈的占有欲，如果没有得到家庭方
面的满足，就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满足自
己的小需求。因此，当家长发现东西后，问问
孩子东西的好玩之处，对他的喜欢表示理解，
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知道他很喜欢，也很想
把东西放在自己家里，但是要明确告诉孩子
这样是不可以的。喜欢和拥有是两码事，捡
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要得到就要付出，要

付出就要流汗水。捡来的毕竟是捡来的，再
喜欢的东西也要靠自己去挣。

第二，培养孩子的物权观念。有些孩子
习惯于将一切玩具、食品都归自己所有。他
们缺乏对物质的归属感。因此，要告诉孩子，
捡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就不能拿。家长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体验：自己喜欢的东
西被别人拿走后的感受，体验再也看不到、玩
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感受。孩子只有体验
了这样的感受，才能渐渐学会为别人考虑，才
能逐渐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

第三，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教育家洛
克曾说过：“儿童不是可以用规则教得好的，
规则总是被他们忘记……习惯一旦培养成功，
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
了。”对待孩子捡来的看似不值钱的东西，但这
类小事情一旦养成了习惯，就会形成错误的价
值观念。因此，当发现孩子有这些行为时，一

定要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并及时纠正。
第四，多交流，以适度满足孩子的需求。

现在的家庭对孩子的需要往往满足过度，从
而让孩子造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我想要就
能有，我想要就得有。孩子的需要如果不能
满足，就会出现“强占”或“私拿”，这是孩子思
维的一个误区。因此，平时应注重跟孩子的
交流，顺势引导，在满足孩子的需求时，不能
一味地全部满足，有些要求可以让孩子通过
努力去实现。

第五，家长要言传身教，做好模范作用。
可以给孩子收集和经常讲一些与这方面有关
的正面和反面的事例、故事等等，通过潜移默
化的作用来形成孩子自身的判断力。当然，
家长一定不能有占便宜行为，要规范自身，当
好孩子的榜样。

孩子的脑袋瓜宛如一张白纸，在这张白
纸上绘出的一点一线，都是构成整个图案的
基础。正向的鼓励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阳光，
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植下“拾金不昧，诚实守
信；做好事，受尊重”的种子。希望家长通过
这一系列的引导，孩子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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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孩子克服畏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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