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是 孩子

永不退休的班主任，担负着对孩子

一生的责任。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却又是最

难的学问，仅有爱，远不够！其实最需教育的不是孩子，而

是父母。只有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才有好的未来，善于

教养孩子，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力荐晓云老师的新书《别

把孩子带“歪”了》，值得家长们品读！”

你们小脑瓜里有没有冒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爸爸妈妈，没

有叔叔阿姨，没有堂兄弟，也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没有任何人，除了他自己！那

么，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或是“有这样一个时期，整个地球上没有人，也没有

任何动物，只生长着植物。你又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吗？可是，比这还要更早、

更早、更早、更早、更早、更早以前，曾经有一个时期，地球上没有人，没有动

物，也没有植物，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漫无边际的洪水。你还能想象这

样一个世界吗？可是，比这还更早、更早、更早、更早、更早、更早……哪

怕说到下一年也说不完。”《希利尔讲世界史》这本书里就告诉我们了，

“对一只狗来说，2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它的一辈子都长。对人

类而言，20年并不是很长。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20年只是一个

瞬间罢了。”

如果你也有过像这样的奇思妙想和古怪问题，或是想知

道它们的答案，那真的要读一读这本书了！这本书讲了从公

元前 6000 年开始一直到公元 2000 年之间重要的一些历

史事件。纵观全书，你会发现，世界上每一种独特的文化，

自有其非凡的辉煌成就；而且只要你乐在其中，愿意

去探寻、分享，总不难领悟到这些文化的共通之处。

北京小学丰台万年花城分校 陈鹏

春节将至，每个中国人都为迎来新一年的起点而兴奋。也许，很多人并未多思，理所应

当地庆祝一年的起点，而《节日之书》告诉我们，时间起点更多是人为安排的，传统节日

关键在于我们对时间的敬畏。想留住时间，意图记住逝去的时间，憧憬将来的时间，节

日便这样应运而生，载起中华文明的信念情怀。

在感受节日乐、欣赏节日美、畅享节日聚之余，也来了解节日源吧！《节日之

书》由学者余世存撰写，从历史故事、思想传承、风俗礼节等方面，深度解读

了10余个传统节日，全景式地讲述了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精髓。此书并不枯

燥，有画家老树绘制的高颜值插图，故事性的讲述，诗词歌赋的引用，《红

楼梦》等著作的选段，文学性与易读性兼具。

这本书里，节日并非只是冰冷的名词，而是有灵性的节令；节日习

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日益更迭。阅读过后，我们对节日的认识，将

不再只停于长辈的描述，不只限于民俗的体验，不只流于气氛的

感知。阅读过后，我们将更能体会欢度春节的丰实感；更能在

庆祝传统节日时，清明地感知天地礼乐，敬畏日常生活，坦然

认同自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丰台实验学校 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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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寒假看啥书？教师推荐图书来了

精神成长的密码  藏在每一本好书里
编者按：每一本书都是一条线索，通向一种思维，通向一种生活。中小学

生寒假生活开始了，不少家长选择寒假陪孩子阅读自己喜欢的书，本期我区中

小学生教师向学生们推荐了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图书，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有

意义的假期。

若被问及“中国文化”是什么？我会从《诗经》说到

《楚辞》，从三曹说到七子，说到那《水浒》一百单八将，说

到那《红楼》金陵十二钗。可当你真正读完这本书后，你才会恍

然：原来中国文化不单单有文学与文字，还有张骞与郑和、书法与

京剧、瓷器与丝绸……这浩大而又驳杂的内容，又怎能用三言两语

描述完全？

这本科普中国文化的读本，用轻松的笔调，通过37个小专题为我们

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本书从中国人的智慧和信仰出发，让我

们明了儒释道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让我们深谙今天的我们是

从何而来。而后从创造与交流、艺术与美感、民俗与风情等方面为

我们娓娓道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是如何造就的。

愿你我都成为热爱这片土地和文化的继往开来之人。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胡人杰

 《中国文化读本》

叶朗 朱良志／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逍遥津》的作者是被称为“格

格作家”的叶广岑，是如假包换的贵族后裔，祖上姓叶

赫那拉氏。同时，叶老师还是一位风趣且前卫的北京小老

太太。深谙传统文化和北京风土人情的叶老师通过“我”的

视角，以戏曲名为引子，跳跃性地写了从民国到现在，生动细

致地描摹了从大宅门的世家贵族到普通人的生活，记录了北京百

年的人物众生相和时代交变的沧桑。

叶老师的作品和老舍先生的作品一样，努力构筑一个尘烟笼罩

之中真实的老北京，一个接地气儿的老北京。不同的是，老舍笔

下多是底层贫苦的贩夫走卒，而《逍遥津》写的是一个没落

贵族旗人大家庭、诸多儿女京华烟云般的生活图景。

看完这本书，也许不能让你开怀大笑，但能让你

笑中带泪；也许不能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

但可以让你体会到生活的万般滋味。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

台学校 金亚 

《逍遥津》

叶广岑/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我国首个自建空间站“天宫”，暗物质粒子探

测卫星“悟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首

辆火星车“祝融”，你知道它们名字背后的故事

吗？读完这本书，你将明白为什么我国高科技领

域都以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命名，它们是属于中

国人的独有浪漫，不可匹敌。

龙、凤凰、石狮子、十二生肖、财神、门神、

春节、重阳节……这些符 号我们都能耳熟能

详，但其中的故事典故你知道吗？《三国演义》

中，“龙”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大门口要摆

两个“石狮子”？“凤凰”的起源是什么？《西游

记》中孙悟空变过“凤凰”吗？古代过年一个重

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换“黄历”，为什么说“黄历”

本是“皇历”？这本书将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插图

娓娓道来。

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都值得被每

一个人看到，并深深的地

记在心底。这本书将带你开

启一趟充满趣味的人文之

旅！

北京教育学院丰

台 分 院 附 属 实 验

小学 吕洁琳

《城南旧事》 

林海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春节，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意味着久别重逢庆祝新年的

开始，还意味着重温记忆重塑今天的自己。《城南旧事》充满童

年回忆，令人回味无穷。作者以细腻、率真的文笔，通过英子童稚

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

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爷爷读后感言：

今天看完这本《城南旧事》，有种相恨见晚的感觉，为何早先我不知道这

是部如此精良的作品？

从这部书中，你不仅会被“惠安馆的疯子秀贞”“苦命小伙伴妞

儿”“勇敢追求幸福的兰姨娘”等鲜活的人物所打动，还会被骆驼队、胡

同、四合院、骡马市大街、驴打滚等事物所蕴含的民俗风情所吸引。

从这部书中，你会看到主人公英子从“快乐好奇的精灵”到“有爱

心的天使”，再到“优秀学生代表”的历程，相信你也一定会和她一起

成长！

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第三小学 杨念

《节日之书》

余世存/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符号里的中国》

赵运涛/著 

中华书局

《希利尔讲世界史》

【美】希利尔/著  

陈继华 刘娟/译

贵州教育出版社

春节临近，奔驰的高铁呼啸在

苍莽的中华大地，多少远在异乡

的人带着疲惫的身心踏上回家

的旅程，此刻若是拿起一本

《人间食话》品读则别有生趣。路途中的人回忆起南

方的虾蟹，满满都是家乡的味道。离开北京的路上，

又忍不住怀念北京的“豆汁儿”和小吃，感受书中

南北交融的美味，给回忆和思念提前做好预演，

这就是本书神奇的魔力。

梁实秋和无数传统中国人一样，对食物倾注

了细致的热爱，本质也是对生活的热爱。那些日

常看似平淡无奇的食物，在梁实秋的笔下仿佛

有了一层晕染日光的滤镜，读着鲜亮，实在美

丽，让人心驰神往。从“雅舍谈吃”到“谈吃拾

遗”再到“人间至味”，每一篇文章均以食物命

名，无论是坊间山野，还是酒楼茶肆，无论在四

方美食，还是异域特色，梁实秋从味蕾上的知

觉谈起，文字的触手逐渐扩散到天南海北，同

时深入到文化血脉和生命哲思。

放下《人间食话》，读者自会产生走入庖厨

而大显身手的欲望，读的是书本，品的是人生，正

如封面所言：“温存静默的岁月，丰颐美味的人间

烟火。”

北京市第十二中  孟学珂

《北京的春节》

增订版  

何大齐/绘著   

商务印书馆

用自主掌控自由 
有张有弛过温暖寒假

怎样才能让寒假过得健康、快乐、有意义

呢？丰台区教委有这样几方面的建议：

安全第一健康生活
寒假期间，同学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还是要始终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注意交通安

全、人身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每个人都要坚持

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把握好生活节奏，坚持

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坚持合理膳食，注

意补充营养；坚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戴口罩、勤洗手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科学锻炼快乐成长
孩子们经历一段时间的居家线上学习后，逐步恢

复体育锻炼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也对身心有益。但

是体育锻炼的时机、强度、方式等，要遵循科学规律、

进行具体判断，既不要把疫情康复和运动对立起

来，也不要因为孩子要体能测试等等，就在锻炼

中操之过急、用力过猛，建议寒假期间要根据

孩子个体状况，做好调整，循序渐进、科学

锻炼。

主动沟通增进交流
居家线上学习期间，同学们

久未见面，可以利用寒假相

约一起逛博物馆、展

览馆，进行

适度的户外活动。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

发展的阶段，经历一段时间学习方式的转变和身

体的不适，可能会产生心态波动、情绪低落等情况，

多交流、多沟通、多互动，和同学、好朋友见见面、

聊聊天，与老师、家长主动沟通，有了大家相互支持，

生活会更加美好。

合理规划 乐学善思
凝聚“双减”意识，合理规划，把孩子的全面发

展放在首位，不用学科学习代替假期活动，给予孩子

留白思考、创新探索的时间与空间，帮助他们发展兴

趣、了解社会。孩子学习的方式有很多，除了书面的作

业，还有很多其他渠道能够让孩子增长见识。比如带

孩子出去旅游可以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过年串亲

戚能够增强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一起做家务劳动

可以提升动手能力，增进孩子与父母的共情理解；

一起读书可以增进亲子感情，培养阅读习惯等。

寒假不是盲目“自由”，加入“自主”的合

理规划，可以让假期变得更加健康、快乐、有

意义。家长不妨与孩子一起 规 划好 假 期

生活，让他们在享受温馨与陪伴、收获

健康与成长中度过多姿多彩、丰富

充 实 的 寒 假，为 春 季 开 学做 好

准备。

丰台区教委 供稿

《人间食话》

梁实秋/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别把孩子带“歪”了》 

李晓云/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流淌在血液中、刻在基因里的

恒久情怀。纵使相隔万里，中国人也要如候鸟迁徙般跨越

千山万水直抵那魂牵梦萦的小小家乡。过年回家，穿新衣、

放鞭炮、包饺子、贴春联……热热闹闹迎新春，欢欢喜喜过

大年。“过年好！”“过年好！”这是中国人相视一笑便可心

意相通的独特文化密码。祖国地广物博，南北风俗不同。北

京的朋友们，来吧，一起来翻开这本《北京的春节》。

浓浓烟火气，淡淡故乡愁。都说年味淡了，那你可一定要

读读这本书。北京的年味在哪儿？北京特级教师、著名书法家、

画家何大齐先生用现代与传统风味交织的书画文，带你去尝尝

艾窝窝、噗噗噔儿、大糖葫芦，带你去逛逛东西牌楼、西四牌楼、

西单厂甸，带你去放放雷麻子、大钟花……仪式感满满，趣味十足。

一幅幅有声有色的老北京式风景画，一篇篇有说有笑的老北

京式风趣文，一顿顿有滋有味的老北京式风情饭，一起品读《北

京的春节》。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云岗中学 郭林林

同学们，什么是年？什么是过

年？什么是年味？

麻雷子、炮打灯、大钟花……这些

是什么？

艾窝窝、豌豆黄儿、果仁奶酪……你都

吃过吗？

空竹、琉璃喇叭、噗噗噔儿……又是些什么好

玩的东西呢？

东四牌楼、西单、西四牌楼……都有哪些变化呢？

何大齐老师的《北京的春节》一书以老北京 ( 北方地

区 ) 的春节习俗串起与过年有关的传统民俗和种种生活记

忆 , 有做花灯、吃糖瓜、抖空竹、放花炮、撒灯花，摇元宵……

从腊月初八的腊八节开始 , 到二月二龙抬头结束 , 还原了一个又

一个被现代生活节奏所忽略和拋弃的生活细节与情意 , 有浓浓的

年味 , 亦有沉沉的古意和乡愁。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第二小学 胥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