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为消暑降温，有水的地方成了人们最喜欢的地方，在清凉水中嬉戏也成
了不少孩子的向往。有人选择附近的游泳池，有人选择驱车进山，与瀑布溪流亲密接
触。但在人们享受清凉时，学生溺水事故随之进入多发、高发期。

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
每年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占95%以上。如何让孩子远离溺水事故，
彻底堵住溺水安全漏洞，保证孩子暑期安全，已成为诸多家长和老师的“必修课”。

暑期防溺水 安全教育不松懈
■ 记者 杨情丽

母亲的谜语
■ 唐安永

不惑之年，怀旧的念头越来越浓，

曾经的一点一滴，令我追忆难忘。印象

中，小时候，母亲总用一些民间流传的

谚语、谜语来教导我们。那些通俗易懂

富有哲理的谚语或谜语，细细品味起

来，总是能咂出一些特殊的味道来，给

我们温馨和力量。母亲的谜语，不但好

听押韵，而且通俗易懂，给我们单调的

童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母亲让我们猜谜语的时机拿捏得

很到位。每当吃饭时，母亲就会抛出她

的谜语：“一个雀儿，飞上桌儿，你捉它

尾巴儿，它咬你嘴巴儿。”第一次听到母

亲这个谜语，我们姊妹都蒙了，见我们

答不上来，她随即拿起桌上的勺子，一

边喝着汤，一边在我们面前晃动着，我

们这才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回答：调

羹儿（即勺子）。母亲听到我们猜出她

的谜语，非常开心。

随后，母亲借助这个谜底，给我们

讲一些家风家训。要求我们吃饭要讲

规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

似懂非懂的妹妹不停地摇着脑袋，母亲

仍然继续讲她做人的道理：“百善孝为

先”，尊敬长辈不仅是本分，也是一种美

德……说着说着，扎着羊角小辫的妹妹

摇摇脑袋，从母亲的怀里挣脱，活蹦乱

跳地奔向院子去了。

母亲餐桌上谜语的教导，既给我们

生活的智慧，又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

理。那些规矩，已成我们一生中的行为

规范。

母亲将农村常用的农具和动物等

用浅显的语言进行包装，讲起来朗朗上

口，让人一生难忘。至今还记得其中的

一个谜语：“一个老汉八十八，天天起来

地下擦。”我们一时猜不出是什么物件，

母亲举起手中正在打扫屋子的扫帚，我

们一下意识到，齐声说：“扫帚！”母亲笑

得前俯后仰。

接着，母亲就以扫帚为例给我们讲

起《后汉书·陈王列传》的故事：东汉名

臣陈蕃，小时候独居一室，然而他的室

内很龌龊，薛勤批评他，陈蕃并不接受

批评，并反驳薛勤：“大丈夫处世，当扫

天下，安事一屋乎？”薛勤却说：“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我从母亲的故事里读

懂内涵，她是想借助这个谜语要我们从

小胸怀大志，树立远大理想，更要踏踏

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母亲读过私塾，常利用谜语为由

头，给我们讲一些中外名人的励志故

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达·芬奇的故

事。母亲说，达·芬奇小时候就立志要

成为一名著名的美术家，在他巨大的艺

术成就以及精湛的画技背后，不仅是

《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他在小学时坚

持画鸡蛋的苦练。如果达·芬奇不从基

本功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

难以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颗画

坛巨星。

幼小的我，在母亲的谜语里成长，

在母亲的谜语里懂事，在母亲的谜语里

明理。母亲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可

以炫耀的物质财富，但她为人谦逊、节

俭勤劳的人品风范，是我们用之不竭的

精神财富。

母亲那些谜语，让我经常回味，时

时警醒着我，永远和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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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喜欢做选择题
■ 赵仕华

“小辂儿，快过来吃饭了！”他说自己还没有饿，在妈妈

的催促下，又磨磨蹭蹭了好几分钟，极不情愿地坐到了桌

子前面。

“小辂儿，快过来洗脚了！”他却低着头，在一旁摆弄手

里的玩具，就像没有听到一样，一再催促，嘴里答应得好好

的，但却不见行动。

“小辂儿，快过来读书了！”他却把嘴撅得老高：“我要

玩玩具，不想读书，我不读书！”

……

辂儿五岁多了，这样的情形就像白天黑夜的交替，每

一天都要上演，让人苦恼不已。白天黑夜的交替无法更

改，但孩子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办法纠正呢？妻子和我都在

思考。

有一天，妻子买来一袋青苹果，还有一些香蕉，这两样水

果辂儿都喜欢吃。买回来的时候，他正在拍气球。他妈妈把

选择权交给了他：“小辂儿，青苹果和香蕉，你先吃什么？”

孩子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摆在面前的水果：“先吃一

个香蕉，再吃青苹果！”说完后，他立即走过来开始剥香

蕉。吃完香蕉，他又吃了半个青苹果，这才擦擦嘴巴，开开

心心地到一边玩去了。

妻子看了看我：“你注意到没？要是以前，他可能玩得

起劲，什么水果也不吃，但刚才我并没有问他要不要吃青

苹果、香蕉，而是问他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他关注的就是吃

水果的顺序了，而不是吃不吃水果的问题。”她这么一说，

我感觉确实是那么回事。妻子沉思了一会：“或许，孩子喜

欢做选择题！以后我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尽量让他选择。”

第二天早上，到了去幼儿园的时间，孩子却还在玩玩

具。妻子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是爸爸送你去幼儿

园还是妈妈送啊？”孩子冲妈妈笑了笑：“妈妈送！”话音刚

落，他便拿着书包走了。

他们出门，我突然想起，以往妻子在这个时间，经常说

的是“走，妈妈送你去幼儿园！”而孩子却舍不得放下玩具，

他很不乐意：“我再玩一会，再玩一会儿就走！”

从那以后，我和妻子在与孩子沟通时，把沟通的重心

放在“怎样做”上，而不是“做不做”上，尽可能地尝试着让

孩子做选择题。

“小辂儿，你是先吃土豆丝呢，还是吃小白菜？”他想了

一会：“土豆丝！”然后赶紧去洗手，准备吃饭。

“小辂儿，你洗了脚后，先看绘本，还是先听故事啊？”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先听故事！”然后便去准备洗漱。

“小辂儿，你是先读《咏鹅》呢，还是先读《草》？”他看了

看我：“读《咏鹅》，那首诗我喜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选择题，就像四季的轮回一

样不断重复，每天都有好几道。孩子的抵触情绪越来越

少，我和妻子感觉与孩子的沟通也越来越顺畅，看来多让

孩子做选择题是正确的！

①过饱、空腹、酒后、药后、身体不适者避

免下水或进行水上活动。

②儿童、老年人、伤残人士避免单独接近

水源。

③游泳前应做好热身、适应水温，避免抽筋。

④远离激流，按照场所要求穿救生衣，避

免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充气式游泳圈，因其容

易爆裂。

⑤不建议使用过度换气的方法进行水下

闭气前的准备。如有可能，应从儿童期尽早

开始进行游泳训练。

预 防

溺水自救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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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识别溺水征象非常重要，溺水者通常

并不会大声呼喊救命，可表现为 5 个征象：面

朝岸边、口露水面、头向后仰、身体直立、爬梯

动作。

发现溺水者后，应大声呼救，寻求附近人

员的帮助，并立即拨打 110、120 急救，寻求专

业人员的援助。

暑期未到，有的学校已经未雨绸缪，及
早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活动。每天通
过班会、晨会课提醒学生，常态化向学生家
长推送防溺水安全信息提示，并聚焦上下
学、周末、节假日等关键点，精准化、常态化、
立体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帮助学生养成
安全行为习惯，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做到防
患于未然。

但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事件中，
淹溺事故依旧是最大的危险。据相关媒
体报道，仅 6 月份，全国就发生了多起未
成年人溺水事件。6 月 18 日，湖北荆州

洪湖市 2 名中学生在水塘边洗脚，一人
落水，一人施救，结果双双溺亡；6 月 22
日，广东惠州一名 11 岁男孩跟随家长到
东江一处沙滩玩水纳凉，家长仅是一眨

眼工夫没照看到，孩子便不幸溺水身亡；
6 月 24 日，山东菏泽鄄城县富春镇 3 名少
年不慎溺水，有多名热心群众下水营救，
最终 1 人被救起，而另外 2 名少年不幸身
亡；6 月 30 日，河北邯郸邯山区代召乡 3
名小学生结伴在河渠玩耍时溺亡……一
组冷冰冰的案例，令人痛心，发人警醒，
同时也敲响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警钟。

溺水事件频发 敲响安全警钟

“游玩的小溪水都很浅，孩子们在里
面玩一玩不会出事的。”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河边野营、游
泳，有大人在能有什么事。”

“暑期在正规游泳馆里游泳，有专业
救援人员盯着，怎么会有危险呢。”

近日，记者采访了不少贵阳市的学生
家长，关于暑期发生孩子溺水事件，大家
众说纷纭，侥幸心理普遍存在。

“夏季炎热，想起儿时，最能降温驱暑方
式的便是一个‘猛子’扎入清凉的河水中游
上一圈，现在想来不禁胆战心惊，很多水域
已成为危及孩子生命安全的‘元凶’。”家有 8

岁孩子的李先生说，尽管暑期青少年溺水
问题频发，但总觉得那些案例和自己隔着
十万八千里，以前出去玩没有发生险事，
这次肯定也不会。

“我孩子会游泳，相对于没学过游泳
的孩子来说，要保险一些。”市民张女士告
诉记者，孩子 6 岁时，家人给他报了专业的
游泳培训班，通过学习，已基本掌握游泳
技能。如今，孩子已 11 岁，每逢节假日下

水游泳时，自己都会叮嘱孩子去水浅的地
方，避免发生意外。

家长是孩子第一责任人。据了解，从
以往发生的学生溺水事件来看，大多数都与
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有关。在教育孩子
防止溺水方面，不少家长并没有把防溺水教
育当作一回事，从而导致溺水悲剧的发生。

“孩子喜欢戏水是天性，渴望与水亲
近并亲身一试，是大多数孩子溺亡的直接

诱因。”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小车河派
出所巡逻中队队长孟渴说，诸多溺水事件
多是在缺乏大人监管的情形下，孩子冒险
下水，遇到水深或水温较低，加上慌张，便
会导致溺亡悲剧发生。而在农村地区，学
校虽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但仍没有引
起重视，避险意识淡薄，使得防范暑期中
小学生溺水的压力增大。同时，“会游泳”
并不是“救命符”，“懂不懂游泳”与“是否
有安全意识”是两回事，在溺水身亡的孩
子中，一半以上都是游泳很好的孩子。对
此，家长们不能大意，须提高警惕，避免溺
水事件发生。

放松警惕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是预防溺水事
故发生的首要一环。它不只是停留于书
面的理论知识和常识，更需要通过生动直
观的方式，给予孩子们心灵的震撼与警
示。”贵阳市乌当区教育局安全宣传员王
兴燕说，为了让孩子们增强防范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减少溺水悲剧的发生，
该区各校在加强常规安全教育的同时，也
作出了积极探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防溺水宣传教育、加强学生上放学时段管
理、明确家长的安全监护责任等，加强学
生防溺水管理。

众所周知，暑期防溺水虽然是老生常

谈的话题，但是要让孩子真正远离溺水，
还需家校合作，共同为未成年人筑起防溺
水的安全屏障。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长既要
有风险防范意识和警惕性，又要有科学专
业的救助知识，尽力把溺水意外发生概率
和产生的伤害降到最低。”王兴燕说，学校
举行的防溺水宣传教育，家长应与孩子同
学共修，通过提升自己对于防溺水的科学

认知，把意外遏制在未发生之时。同时，
家长要认真学习学校和相关部门推送的
防溺水知识本领，主动参与防溺水教育活
动，切实提高对防溺水的认识。

“对于孩子爱水这一天性，不管是学校
还是家长都应该力所能及地满足孩子的愿
望，不能因为防溺水，就简单粗暴地将孩子
的天性扼杀。”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
学系讲师、教育学博士，贵州省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骨干教师冯寅认为，学校可以在天气
升温后开展游泳课教学，通过借用、租用的
方式解决场地问题，通过培训教师、外聘教
练等方式解决师资问题；家长则可以带孩子
到合规合格安全的游玩场地，在家长看护的
情况下，满足孩子玩水需求，陪伴孩子的同
时，让未成年人真正掌握防溺水的本领，自
觉远离危险水域。

冯寅提醒大家，拥有再好的救援技
能，也不如远离危险。在日常生活中，无
论是未成年人，还是家长，都要多了解安
全常识，增强防范意识。只有大家都防患
于未然，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

防溺水需多方联手强化安全教育

识 别

提供漂浮物，防止淹没。

在专业救援到来之前，可向遇溺者投递竹

竿、衣物、绳索、漂浮物等将遇溺者拉回岸

上。不推荐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提供漂浮物

只有在安全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若需要入水救人，施救者应从背后接近，

可用一只手从溺水者的腋下插入后握住其对

侧的手臂，也可托住头部，用仰泳的方式将其

拖回岸边。注意防止被溺水者紧抱缠身，应

蜷缩自沉，待溺水者松手后再行救助。

脱离水面

遵循ABCD原则，即按照开放气道（airway）、人

工呼吸（breathing）、胸外按压（compressions）和

除颤（defibrillation）的顺序急救。

现场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