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理：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次的偶然， 有的给你带

来不幸，有的给你带来好运。不幸也好，好运也罢，
我们都要坦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是人
生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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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故故事事 大大道道理理

一个海难的幸存者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
岛。他不停地祈祷，希望有船只来搭救他，可是两天
过去了，连船的影子都没看见。

他好不容易在岛上建了一个简易的窝棚安身，
早晨到岛上的树林里找食物充饥。 一天中午，正当

他用衣服兜着一大兜的果子回来时，却发现他的窝
棚起火了，浓烟滚滚。 他的心血全被那熊熊的火焰
吞没了。

可怜的人不仅仰天长叹：“老天啊，你为什么要
这样对我？ ”

他沮丧地坐在海边的沙滩上，一直到黄昏。 在
夕阳的余晖下，一艘轮船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这个人获救了，因为那艘船上的人看到了岛上
升起的浓烟，并把它当成了求救信号。

（晨小）

不幸者的幸运

陪伴孩子学习、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要注
意对孩子成就感和自信心的培养。 每个家长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信心， 但我们无意中会打击
到他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这也成为他日后不愿
意学习、不喜欢学习的原因，而这些问题往往在
孩子低年级阶段就埋下了伏笔。

我们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 当孩子不会做
或者做错题的时候，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直接告
诉孩子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做， 因为这些题目在
我们看来非常简单。 直接告诉孩子答案的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满足了我们家长的自恋，
却在无形当中打击了孩子的自信， 意味着强化
了一次孩子不会的行为和心理。 其实，每一次不
会做的题目或者做错的题目， 也恰恰是一次难
得的查漏补缺的机会，经由这些题目，发现孩子
知识点的漏洞，发掘孩子思维模式的问题，才能
更好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我们可以启发孩子让孩子， 自己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再慢一些，多些耐心，循
着孩子的思路，通过引导让他发现：原来这么简
单，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样的做法强化了他主动
思考的行为，培养了他学习的兴趣，增加了他的
自信心。 直接告诉孩子答案，某种程度上就是对
他的自信心和成就感的打击，这是无意识的，是
很微妙的心理反应。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
要允许孩子超越我们， 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 我们要心甘情愿地让孩子踩在我们的肩膀
上走得更远， 他才会对学习有源源不断的信心
和兴趣。 所以，如何在学习辅导过程中激发他的
成就感，保护他的自信心，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的。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培养孩子的

成就感和自信心，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做游戏，我
们不能老想着赢。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做游戏的
时候输了，会有什么感觉，通常都会有一丝不爽，
这也是为什么人特别的愿意去取胜和表现。阿德
勒说人天生是自卑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
值，证明自己的自我存在，往往要表现的比别人
优秀，那么表现的比别人优秀，某种程度上就意
味着对别人的打击。 所以，当我们总是比孩子厉
害很多的时候，也会在无意识中打击到了孩子。

我们也要培养孩子的受挫能力。这一点很重
要，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只能让孩子学会
赢，才能让他学会输。然后，他才能在屡战屡败中
接受那些输，才能够屡败屡战，知耻而后勇，终成
大器。

打拳击的教练会说，你想打赢拳击先学会挨
打；打乒乓球的教练说，想学会打乒乓球，打成冠
军，你必须要学会输。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得让孩
子体会到赢，因为他体会到赢，他才能够放下这
个赢的执念。这个赢，不是一直让他赢，不是哄着
让他赢。是凭实力赢，当然也可以哄着赢，但不是
每次都哄，是让他体验到赢，体验到输，这两种感
觉都要有。他才能够认清事实，才能够坦然接受，
这个心理弹性才会建立。 永远是只会输的孩子，
未必是健康的；永远只能赢的孩子，也未必是健
康的。 既能接受赢又能接受输，这样的孩子才是
有心理弹性的。 所以，培养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
心，我们要能够勇于承认孩子在某些方面比我们
强，去培养他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我们做父母的
要敢于接受孩子比我们强，我们要足够强大到那
个程度才可以。

如何陪伴孩子学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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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访问学者、河南大学心理学硕士、许昌学院教育学院
实验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及绘画心理分析导师、河南省“国培计
划”项目培训专家、许昌市首届科普专家、许昌市新长征突击手、许昌学院首届双
师型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学雷锋标兵、“张丽莉”式优秀教师。

近 ２０年来，从事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和心理咨询师培训及督导工作，主持和
参与省级、厅级课题二十余项，编写著作和教材《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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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讲中， 景老师反复说到观察对于写作的
重要性。 那么，怎样才能观察好一种事物呢？ 接下来
老师讲一些观察方法。

一，总分观察法。 也叫“概貌法”，就是按照某一
事物的总体、局部、总体的顺序进行观察。 先从事物
的整体着眼，然后再从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细看，最
后重新回到整体，也可以以局部观察结束。 比如课本
上《爬山虎的脚》，采用的就是总分观察法。 先总说
“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 接着从爬山虎的
叶子、爬山虎的脚、爬山虎怎样爬墙等不同方面详细
观察，不仅写出了优美细腻的散文，也给读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二，顺序观察法。 按照一定的顺序对事物逐一进
行观察，就叫“顺序观察法”。不同的事物，其观察顺序
也不一样。观察人，一般按从外表到内心、从上到下的
顺序观察；观察事件，多数按照事情发生发展的先后
顺序，以及时间顺序、地点顺序等；观察景物，多按方
位顺序或者地点的变换顺序等进行观察； 观察植物，
既可按从远到近、从上到下的顺序，也可按枝、叶、花、
果，或者生长变化顺序等。根据不同事物的生存规律，
选择合适的观察方法，是观察的基本准则。

三，内外观察法。内外观察法就是从外表入手，透
视、研究内部，认真分析、概括，进而指导观察外表，将
内外的观察完美结合起来。 譬如观察一个人，看这个
人的外表，包括外貌、衣着、语言、动作等都非常容易，
但是，要观察这个人的内心，比如思想、品质、心理活
动等就有点困难了。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从表象入手，
从外貌、语言、动作分析概括出这个人的内心。 例如
《我的战友邱少云》，外部表象是：邱少云“隐蔽得更
好”，“棉衣烧着了”“一团烈火把他整个包住了”，“他
像千斤巨石一样， 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烈火在他
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直到最后一息，他都“没挪动
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透过这些表象可以想一
想，这是为什么呢？ 邱少云怎么想的呢？ 通过分析，他
的内心也就明朗起来：他宁愿忍受痛苦，牺牲自己，也
不暴露目标，不让战斗计划失败。观察景物、建筑物等
都可以运用内外观察法。

四，分类观察法。 事物是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
如果在观察时，能注意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门别类地
细心观察，将会收到更为理想的效果。 比如观察海底
世界，就可以按照海底生物的种类进行分类观察，鲸
是什么样的， 鲨鱼是什么样的， 热带鱼又是什么样
等。 高尔基在《海燕》中写了海燕、海鸥、海鸭、企鹅四
种海鸟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动态和表现， 就是运用
的分类观察法。 写景作文尤其适用分类观察法。 一座
果园，里面都有哪些果树？ 再如一片田野，都有什么
庄稼？ 也采用分类观察法：玉米、大豆、红薯、高粱、花
生、芝麻、稻谷等，一一说来，具体清楚。

五，全程观察法。 由于事物的千差万别，其观察
方法也各有千秋。 比如动物，由于它们的生存状况不
同、发展变化不同、生活习性不同等，要想了解它的
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就需要观察它们的整个过程，
这便是“全程观察法”。 其实，不光是动物，植物的生
长过程也是一样也需要全部观察才能了解得更全
面。 即使写自然风光，也需要全程观察。 譬如写火烧
云，就需要从云的形成、云的变化以及最后的消散等
细心观察，这样写出的习作才更全面，更具真实感和
说服力。

观察的方法很多，除外还有移步观察法、比较观
察法、鸟瞰观察法、间接观察法、瞬息观察法、随意观
察法、推断法、想象法等，同学们在写作过程中可自
行体会。

景文周，中学高级教师，知名作
家、儿童文学作家，作文理论研究专
家、中小学作文辅导专家、“全景作文
课堂”创始人。 曾任《花果山》杂志主
编，许昌市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许昌
市校园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出版《作
文技巧》《中小学作文技法 ４０ 讲》等
语文类图书 ６０余本，出版长篇小说《中国男孩》《中国女
孩》等。 近年来，又潜心长篇生肖童话的创作中，已出版
《鼠王国迁徙记》三部曲、《百岁鼠王的荒唐事》等。

景景老老师师讲讲作作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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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及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