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9 日， 当得知我们晨报小
记者要采访河南省作协会员、南阳市
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南阳市作家协会
散文委员会主任祁娟时，我的心里别
提有多么高兴了。

下午 3 时，祁娟老师在我们的期
盼中来到了学校。 看到祁娟老师，我
们都有点紧张，但是看到祁娟老师这
么和蔼可亲，我们很快放松下来。 李
咨蒙首先问道：”老师，您是如何爱上
写作并开启创作之路的呢？ ”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爱上写作
的。那一年，因为家庭缘故，我被迫离
开父母，到邓州农村奶奶家上学。 刚
到奶奶家时， 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 没有小朋友愿意和我玩。
在那段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我会找一
些书来看， 常常会看得忘记时间，忘
记周围的一切。但我还会因为思念父
母而哭泣， 为了排解自己的忧伤，我
就在本子上记录下每天的所思所想。
于是，写日记就成了我的倾诉方式和
精神寄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
题目是《最难忘的一件事》，写的就是
我与父母分别这件事， 写的时候，我
的眼泪都掉了下来。老师看完那篇作
文后，觉得感情真挚，大为赞赏，将作
文张贴在学校的展板上。这件事使我
倍受鼓舞，从此爱上了写作。 ”祁娟老
师说。

紧接着，张涵宇也提出了自己的
问题：“您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
什么困难？ 您又是怎样克服的呢？ ”

祁娟老师说:“有一段时间，我遇
到了写作瓶颈期，写出来的文章既生
硬又不真实。我内心很崩溃，很惶恐，
一直在怀疑自己。 有那么一瞬间，我
真的很想放弃写作。 于是，我就放下
写作，去接触大自然。 没想到过了一
段时间，灵感又回来了。 以后你们在
写作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就放空自
己，一段时间后，自然就好了。 ”

我问祁娟老师:“老师，在您的写
作生涯中，哪件事对于您来说最具有
挑战性？ ”

“我觉得是我从写散文转到写小
说。 早几年的时候，有几位前辈读了

我的文章后，建议我尝试写小说。 我
听了以后，有点儿兴奋，也有点儿犹
豫。 兴奋的是，小说比较有趣，现实中
我们羞于表达的事情，在小说中都可
以实现。 犹豫的是，因为我写散文两
年多了，已经得心应手，而现在要写
小说，意味着我要从头开始。 ”祁娟老
师顿了顿，接着说 :“但是，我这个人
就是喜欢挑战。 我拜读了几位名家的
小说，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完成了我
的第一部小说《消失的顿河》。 写完
后，我的内心比较忐忑，经过不断修
改，最后成功发表，并且反响不错，这
让我又激动又有成就感。 ”

郭泽宇又问道:“您认为阅读对写
作有什么好处？ ”

祁娟老师说:“阅读对于写作的帮
助是毋庸质疑的。 首先，我们能通过
阅读，发散思维，使我们在写作时有
更多切入角度；其次，书中的好词好
句对我们写作的帮助是非常大的，经
常阅读，你的词汇量会变广，好句子
也能信手拈来。 还有，阅读能让我们
从名人名著的写法中找到灵感，找到
思路。 ”真可谓是“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啊。

祁娟老师还为我们分享了写好
作文的方法：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
作文内容最好是来源于身边的事或
熟悉的事，这样才最打动人心，最具
真情实感。 也可以每天写日记，记录
身边发生的事。 好的作文是练出来、
改出来的，只有在平时多练习，作文
才会写好。 要多读书，多积累，多摘抄
好词佳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

这次采访，我明白了写作的意义
和技巧，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播撒下
了文学的种子。

（辅导老师 王爱会）

方法决定事情能否做对，态
度决定事情能否做好，学习亦然。

在女儿很小的时候， 我带她
出去玩时， 就引导她观察大自然
中的日出日落、花香鸟语、春夏秋
冬。 所以女儿说话较早， 口齿清
晰，语言表达能力强。 2020 年，学
校举行演讲比赛， 女儿准备了一
篇演讲稿《逆行而上———致敬最
美记者妈妈》。 当我把她在家演
讲时的视频发给老师后， 老师回
复说：“我被感动得流泪了。 ”但
在演讲当天， 当老师叫到她的名
字时，她却不敢登台。

放学后，我和女儿讲，我们每
一次的参与都是对自己的锻炼和
提高。 如果你勇敢登台， 不管结
果怎样，妈妈都会送你一枚奖杯。
一听可以得到奖杯， 女儿立刻来
了精神， 答应下一次勇敢登台。
后来， 当看到老师发来女儿站在
台上演讲的照片时， 我激动得热
泪盈眶， 立即定制了一枚金灿灿
的奖杯，上面写着：程一诺在演讲
比赛中登台了。 这枚奖杯给了女
儿莫大的鼓励， 她彻底战胜了胆
怯，变得勇敢又自信。

在家庭教育中， 当孩子没有
按时完成作业、错题百出、写作业
拖延时，家长要做的不是呵斥，而
是找出原因， 给出具体且行之有
效的方法。 在女儿上一年级时，
我就和她商量好，写作业之前，要
把吃饭、喝水、入厕全部进行完，
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走动，不能
吃东西。 好的学习习惯一旦养
成， 就不用每天催促。 打骂、嘲
讽、否定，往往只会挫伤孩子的积
极性与自信心， 反而达不到预期
的效果。 多夸奖孩子， 放大孩子
学习生活中的优点， 更能激
发孩子的积极性。

我经常对女儿讲， 在你
看书的过程中， 如果看到优
美的句子，要在心里读三遍，
并抄写下来， 思考在以后的

学习中如何灵活运用。 还要多观
察和体验生活， 这样在以后写作
时，才能写出真情实感。

有一次回老家，我们看到田地
里有一位伯伯和两位老奶奶在收
白菜，我就对女儿说，我们一起去
帮助他们吧。 女儿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 虽然穿着干净的衣服，穿着洁
白的鞋子，但她却毫不在意，一趟
又一趟将一颗颗白菜搬运到车上。
汗水打湿了她的头发，脚上也沾满
了厚重的泥土，但是她真正体会到
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含义。
后来， 女儿将这件事写成了作文。
因为是她真实经历的事情，所以写
出来的作文更加生动。

当女儿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想
放弃时，我会帮她抽丝剥茧，一层
一层去分析问题。这个时候，女儿
就会重新坐在书桌前， 进行反复
验算， 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找到正
确答案。当她做完后，我会立即表
扬她，对她说：“你看，我们面对
难题时没有放弃，没有哭泣，到
最后不是也把它“干掉 ”了吗 ？
虽然这个过程很难， 但是我们
最后品尝到了胜利的喜悦。 ”对
孩子要少讲道理，多找方法。道
理人人都懂，作为大人，我们有
时都听不进去， 何况孩子？ 所
以，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并说一些
勉励的话， 使孩子放下心理包
袱， 这样才不会因为批评而影
响亲子关系。

我们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其实家长更应该学
习，只有掌握了好的教育方法，才
能使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作者系五（1）班程一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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