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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趣味盎然的小书里，作
者以自然观察者的好奇、疑惑和实
地观察的精神记录了台湾自然界动
物生态，借助优美的照片与简洁的
文字，描述了大自然中许多不为人
知的美丽身影，以及动物在外形、颜
色、身体结构和习性上的无穷奥妙。

书中记录了作者长途旅行中与
四个陌生人的相会：爱作画也善于
烹饪的厨子、回归农村的摄影师、年
轻僧人、老琴人，种种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命形态，以文
字和图片的形式如实呈现，让读到
的每一个人可以获取其中的价值和
意义。

巧用心理学轻松教子女
心理学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如果谁可以灵
活巧妙地利用好这门学问，注定可以
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是在社会
上，还是在家庭中，甚至于家长和孩子
之间的教育沟通中，心理学的巧妙运
用都是相当重要的。

身为家长的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明
确掌握孩子的心理，正确引导孩子的
教育原则的重要性。所以我对于相关
教育领域的心理学分析讲解书籍相当
关注。近日，一本名为《和熊孩子过招
的心理战术》更是带给我极为有用的
教育心理学知识。做一个成功的母
亲，非常值得从如何正确地突破孩子
的心理着手。而在这本书中，我完完
全全、很真实生动地感受到了源自心
理学的无穷魅力。

不可否认，市面上关于教育心理
学的书籍有不少。但这本《和熊孩子
过招的心理战术》却更加实实在在地
触发了我身为人母的震撼和共鸣。
由此及彼，触类旁通，通篇阅读让读
者于此书之中了解和掌握不少有关
孩子的心理学的知识。事实上，每个
孩子出生之时都是一张纯净的白纸，
究竟家长该如何塑造和培养这些纯
洁无暇的孩子们呢？巧妙地运用心
理学战术，无疑是最为有效地教育孩
子的方式。

孩子有“36 变”，妈妈有“72 招”。
就让我们从本书之中找寻其中的精彩

吧！传统型的教育心理学书籍以讲述
心理学知识点为重心。本书的可贵在
于它更侧重于教育案例和心理专家支
招。全书通过情绪篇，习惯篇，学习
篇，性格篇，问题篇等角度，分门别类
地进行分析和讲解。以真实的，我们
近在咫尺的家庭教育案例进行抛砖引
玉，启发式地分析了孩子问题的关键
点，实实在在地引爆问题的核心所在，
并切切实实地将孩子的问题进行剖
析，对症下药地分析缘由和提供解决
方案。

客观而言，身为一名家长，我个人
觉得本书的编排手法非常生动，清晰，
明了，直截了当地让读者认识到问题
的关键核心。掌握孩子的心理问题，
游刃有余地正确处理孩子的教育问
题。在每个篇章之中，我们可以读到
分门别类的分析和讲解。妈妈的叙述
与疑问，豆豆妈妈的印象及评价，豆豆
妈妈的诊断，孩子心理问题的最终归
结点和妥善处理方式等等。

在这里，少了教条主义的照本宣
科，多了实际案例的真实剖析和讲解，
所有的疑问由此更加形象鲜明地得到
了凸显和解决。如此难能可贵的实用
型“心理过招”分析，让家长们领悟到
其中心理学的关键点和奥妙所在。也
正因为如此，《和熊孩子过招的心理战
术》从最为根本的角度带领着有想法
的家长们通过心理学的角度，轻松教
育好自己的子女。 ■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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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是怎么样炼成的

焦裕禄精神犹如一座不朽的丰
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五十年后，依旧
昂然屹立于中国人民的心中。焦裕禄
精神一直被视为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学
习的榜样和典范，著名党史研究人员
高敬，为了让全体党员干部更加深入
地了解焦裕禄同志和焦裕禄精神，倾
情撰写了《焦裕禄画传》一书，传记图
文并茂，生动再现了焦裕禄同志真实
而又光辉的人生历程，并淋漓尽致地
阐释了伟大的焦裕禄精神。

1922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北崮
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那个动
荡年月，焦裕禄童年生活的艰辛是可
想而知的。由于生活所迫，焦裕禄年

仅13岁，就辍学回家了。为了生计，
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年幼的他不得
不四处打工。据书中记载，焦裕禄曾
做过包身工、渔夫和纤夫、车夫、矿工
等繁重的体力工作。少年时期的颠
沛流离，以及多次流落异乡的经历，
让他深深体味了旧社会生活的艰辛，
但同时也磨练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
的勇气，锻造了他的性格。

焦裕禄青年时期所经受的磨难
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伪统
治时期，焦裕禄家中原本就十分困难
的生活，变得愈加窘迫。他的父亲焦
方田走投无路，被逼上吊自杀；他的
哥哥离家逃荒，杳无音讯；而焦裕禄

则被日寇抓去做苦工。1943年，焦裕
禄不甘忍受日寇的残害，九死一生，
终于虎口脱险，回到家中。然而，这
并没有使他过上安稳的生活，由于生
计所迫，他又不得不带着全家人流落
异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焦裕禄
回到家乡后，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
的转折。他先是成为了民兵骨干，接
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由
于解放军战略部署的需要，焦裕禄随
军南下，加入了淮海大队，支持新解
放区。到达豫皖苏边区时，他所在的
淮海大队被留在了那里，并在那里展
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剿匪反霸
工作。在那里，焦裕禄充分地发挥了
他的胆量勇气和聪明才智。尤其是
他智擒顽匪黄老三的故事，几十年来
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在此期间，他亲
民爱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认可和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的工作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建设祖国，他
先是被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成为
了一名工业新兵，接着又去东北求
学，学成归来后，他将自己学到的技
术和管理知识，充分应用到实际工
作中。焦裕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
都兢兢业业，勤奋爱民，很快他就成
为了厂里的模范主任。由于焦裕禄
管理有方，1962 年被调任尉氏县委
副书记，到任后，他走访民众，了解情
况，很快便展开了富民工程，并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1962年年末，焦裕禄的工作再一
次发生了变动，而这一次的变动，是
他璀璨人生的终结，也是他辉煌人生
的巅峰。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刚刚结
束，焦裕禄就被调到了灾害最为严重
的兰考县。据书中所写，在当地，流
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冬春风沙狂，夏
秋水汪洋。一年劳动半年糠，交租纳
税恨官堂。扶老携幼去逃荒，卖了儿
和女，饿死爹和娘。”那里时常遭受风
沙、盐碱、水涝三大灾害的侵袭，在焦
裕禄到达兰考时，兰考已经连续三年
六季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了，有些地方
在生产上甚至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可
以说焦裕禄是临危受命，然而他毫不
犹豫地就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

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拼上老命大干
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由此可
见他的决心和信心。焦裕禄到任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洪水，查风路，
探流沙”，展开大规模的一线调研工
作，以便为日后的治理灾害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四处走访群
众，从经验丰富的老农那里寻求意见
和建议。据书中所述：他从几个老农
的口中，听到了“兰考三件宝，泡桐、
花生和大枣”的民谚，从而“碰撞”治
理沙丘的“药方”。经过半年多全面、
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他终于确定
了一套全面的治水、治沙、治碱方
案。然而，就在他满怀信心，准备与

“三害”大干一场的时候，病魔的阴影
却潜入了他的身躯。

焦裕禄患上了肝病，而且日益严
重，肝病最怕过度劳累，但他却不肯
因病而休息，仍坚持带病工作，坚持
带领人民群众治理“三害”。就这样，
他的头脑中时时刻刻想的还都是兰
考的治理工作和兰考人民的幸福，直
到在一次剧烈疼痛发作时，被送去开
封治病。医院经过检查确认他患的
是胃癌，并且只剩下二十多天的生
命。这个沉痛的消息，对于焦裕禄的
家人、同事乃至全体兰考县人民来
说，都如同一个晴天霹雳。

焦裕禄病情不断恶化，疼痛愈加
频繁和剧烈，但他却从未向组织上提
出过任何要求，也没有寻求任何一点
医生的关照。兰考的同志去医院探
望他时，他总是要先询问县里的工作
情况。临终前，仍不忘兰考的灾害治
理工作，他曾嘱托一位同事说：“我死
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
求，要求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
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
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年5
月14日，年仅42岁的焦裕禄，永远地
闭上了双眼。

焦裕禄虽然离开了人们，然而
他的精神却从未离去。他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
公正廉洁、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并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

《焦裕禄画传》这本书，全书没有一
言半语的说教，却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读者。 ■李西泽

作者通过“断行、舍行、离行”的
人生哲学，创造出了一套通过日常
的家居整理改善心灵环境的“断舍
离”整理术。其中，断＝断绝不需要
的东西，舍＝舍弃多余的废物，离＝
脱离对物品的执着。通过学习和实
践断舍离，人们将重新审视自己与
物品的关系，从关注物品转换为关
注自我。

《断舍离》
作者：山下英子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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