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理：
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够让我们依赖一辈子，

趁早离开才能激发出我们生命中的潜能， 只有经
历过风雨的磨砺，才能使我们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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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故故事事 大大道道理理

这是沙漠里仅存的一片小树林，树林里生活着
数十只鸟，它们艰难地生活在这里。 一只鸟看着它
们的栖息地越来越小，小树林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沙
淹没， 便想着离开这里。 于是它便对其他的鸟说：
“我们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了，我们要离开这里，寻

找新的家园。 ”但是它的提议没有得到其他鸟的认
同，它们认为四周都是沙漠，离开这里等于自寻死
路。

这只小鸟为大家不接受它的意见黯然神伤，决
定只身离去。 小鸟竭尽所能，经过十几个昼夜不停
地飞行，筋疲力尽的它终于看到了绿洲，它欢快地
叫了起来……

而其他鸟依旧待在那一片小树林中，经过几次
风暴后，可怜的它们同树林一起被沙堆埋葬了。

（晨小）

沙漠里的鸟

以游戏之心，行学习心理知识之事；以游戏
之心，看淡这世间一切；以游戏之心，做好所有自
己能做、想做的一切。

儿童游戏精神的丢弃是因为教育。我们教育
孩子时，无形当中就把所谓正经的学习和不正经
的游戏，界限过于分明，造成游戏和学习的势不
两立。事实上，游戏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相互服
务的。也就是说，在学的时候探索出来好玩儿的，
如同游戏一样闯关，发现、突破，这个时候所带来
的自信心、成就感，恰恰也是我们当前孩子在学
习上所不具备而在打游戏当中才能体会到的。

我们把现实生活当中的太多事情过于标签
化。 比如我们会觉得打游戏是不好的，比如我们
觉得跳舞、弹钢琴等是高雅的艺术。但事实上，所
有这一切， 我们不管自己去学或者自己去做，抑
或让孩子去学、去做，他只是去做本身，大可不必
去赋予他更多意义和标签。 所以“如其所是”，这
一切就都正常了。 所以游戏就是游戏而已，大可
不必大惊小怪，过度紧张焦虑。那学习也是如此，
分数亦是如此，考哪个大学和学习哪个专业也是
如此，真正做到我们经常说的“让孩子成为他自
己，让孩子过好他自己的人生”。

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因孩子玩游戏而过度焦
虑， 也不会把我们的焦虑过度投射到孩子身上，
这种焦虑也不会在家庭中传递下去。 所以，我们
需要学习游戏的精神，或者说需要让自己变得好
玩儿起来。

至于孩子会不会网络成瘾，这是另外一个极
端的表现，需要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去深入分
析，探索改变的方法。这种分析，往往不是只看到
现象，而是要试图揭示现象背后的成因，行为背
后的动机，家庭成长的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找
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曾奇峰老师在他的 《幻想即现实》 一书中提
到：“如果人生如游戏， 那么这场游戏也是有境界
之分的。 最低的境界就是把人生的一切看成严肃
的，不可游戏的。这样的人一定长着一副偏执的面
孔，有着僵硬的身体，整个世界一片荒芜凄凉，整
个人索然无味”。 这样的感觉大概是一丝不苟，没
有半点心理弹性，过于死板。 这是最低的境界，这
样的人生，往往会让自己活成机器，活成被动的、
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自我。

稍高一点的境界就是把学习和工作严格的分
开，这样的做法，看似高明，实则是有分别之心。这
种其实是人的分裂状态， 只不过在这两种分裂的
状态来回切换罢了，所以仍然是在两端飘忽不定，
而不能取中庸之道。

最高的境界就是内心不再有游戏和非游戏之
分，那么这样的人是会玩儿的。 这样的人，他的工
作、生活也是轻松的，也没有特别强烈的边界让人
觉得索然无味，或者说是敬而远之。 那这样的人，
他是高度的一致，而不是分裂的，人有自我的一致
性、统一性和完整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生
活当中也不用来回切换， 而心神也不再因事而分
离，耗能减少、心身合一、人格统一。这样的人可能
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家的真人、 佛家的明心见性之
人、儒家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之人，契合曾奇峰老师
所说的“心理咨询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治疗成人”
的这么一个统一性的发展。

我们读书、学习，也可以是一种“游戏”，所以
你愿意怎么读就怎么读， 读出来的便是当下真实
的自己，如此反倒更有意义了。最后我们总结孔老
夫子的一句话，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
所欲，把工作、生活、休闲、娱乐完全统一，然后从
容不迫，这样的人生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人生。祝福
我们都有着这样的人生！

以游戏之心，做养家糊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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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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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习作，让我们写一下“眼中的缤纷世界”。 实
事求是说，本次作文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这是因为，
在“缤纷世界”中，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事件、景物、
植物、场景等，这就牵涉到了写作方法。 怎么写事，怎
么写景，怎么写物，都需要具体的方法，可偏偏三年
级刚刚学习作文，前面才学了写人、写日记、编童话、
续写故事，很多方法都还没学，这就给同学们造成了
一定的难度。 综合各种情况，老师着重讲以下几点：

首先，学会观察，学习叙述一件事。
事件是本次习作的主轴。 这是因为教材上展示

的几幅图中，有两幅都接近于事件，当然也可以看作
两幅场景。 一幅是：路边的书亭里，一个小女孩坐在
窗前看书；路上，几个行人匆匆走着；远处，一个老奶
奶在打扫卫生。 另一幅是：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为
一个学生讲题，一个同学在擦黑板；左侧，一个女生
静静地坐着，似乎在看书；右边，几个同学在商量着
什么。 我们可以根据图上内容认真观察，展开想象写
成不同的习作。 譬如写老奶奶突然摔倒，过路的人和
书亭里的小女孩跑出去抢救； 或者写几个同学在教
室里帮助老师整理教室等。 由于教材上没有要求必
须写这几幅图，老师这里只是顺便提及一下。

接下来说观察。 写任何一件事都需要观察。 观察
什么呢？ 要观察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他们在干什么，
怎么说的，结果如何等。 学会观察了，你才能够把一
件事写出来。 譬如课间活动， 同学们分别都做了什
么？ 都是怎么做的？ 把这些写下来，就是一件事。 再
比如你节假日外出游玩， 怎么出去的， 去了什么地
方，都看到了哪些事物，各个景点都是什么样的等，
按照你的观察思路写下来，就是一篇习作。

那么， 怎么写一件事呢？ 写事的作文属于记叙
文，要求把一件事叙述完整。 譬如课间活动，你们在
什么地方活动的，都有哪些同学参加，活动的内容是
什么，开始怎么活动的，中间又是怎样，结果怎么样
等，把这些具体写下来，就是一件事。 无论写什么事，
都要交代出事情发生的时间、人物、地点，以及经过
和结果，这样，一件事才完整。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
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他们
是怎么干的，结果怎样。

其次，认真观察，抓住事物的特点写。
描述“缤纷世界”中的事物，内容有很多，但是，

不同的事物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便是一件事，也
是各有自己的规律。 叙述这些事物，就是要抓住它们
不同的特点写。 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察，观察事件的
起因，观察事件中的人物，观察发生在事件周围的环
境等。 尤其要观察这件事中的人物是怎么活动的，以
及不同事件的不同特点。 譬如打乒乓球和踢足球，显
然是不一样的。 通过观察，抓住了事物的特点，写出
来的习作才真实。

第三，细致观察，描述一下周围的场景。
任何一件事都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因此，我们

在叙述某一件事时，最好再关注一下周围的环境，或
者说关注一下事件的场景。 不同的事件，场景是绝对
不一样的。 运动会的场景、升旗仪式的场景、科技比
赛的场景、演出的场景等，各有特色，千差万别。 写好
“缤纷世界”，就是要关注这些场景，观察这些场景。
不过， 同学们应当注意， 虽然事件中的场景千差万
别，但场景和事件本身不是一个整体，不属于事件的
某个部分，而是事件借以发生的地方。 观察场景、描
写场景，是为了烘托事件，为习作的中心服务。

以上三点，都是围绕“缤纷世界”中的事件说的。
同学们真的掌握了这几点， 不仅叙述一件事没有问
题，即便写一种事物、写一处场景也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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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样写“眼中的缤纷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