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孩子生命成长的建造者而不是承包商
为什么我们听过那么多道理，却仍然很迷惑？那些育儿道理

都完美到你无法去质疑的地步，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感到很迷

茫？

那是因为：

家庭教育，行动比知道重要。知行合一，知道的不愿意去践

行，没有坚持去践行，所以往往好的开始难以收获好的结果，这不

是知识、方法出了问题，而是自己没有坚持，没有足够的耐心知行

合一。

家庭教育，自己比孩子更重要。即使你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普

通人，从做父母那天起，人生便向你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你能

花时间给孩子挣钱，为什么就不能花时间为孩子提升自己？只有

重要的你改变了，教育这件事才会自然发生在你的家庭。

归云

高
级
教
师

成
都
市
蓉
府
阳
光
幼
儿
园
园
长

四
川
师
范
大
学
国
培
计
划
优
秀

指
导
专
家
教
师

让我们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在与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也曾陷入亲子相处的烦恼，

但我们试着调整与孩子的沟通方式，选择倾听儿童，关注儿童内心，了

解儿童需求，并给予儿童一定的回应，教育的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亲

子相处总会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时请不要着急或者自责，我们

都不是天生的教育者，难免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请等彼此冷静了之后再

做一次亲子沟通，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感受，尝试让情绪流动起来，

无论委屈、难过，还是担心，以此来建立情感的沟通桥梁。

试着与自己和解，疗愈自己，也感恩孩子，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成长

……愿您和您的孩子都能成长为最美的模样，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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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家长团

“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

5月，全省小学生已全面复课。一

场盛大的“欢欢喜喜送神兽”仪式在朋

友圈开幕，有家长说：“孩子在家时间太

长，耐心都快磨完了。”“终于不用斗智

斗勇八百回合。”“脱缰的野马终于变成

白龙马，驮着经（作）书（业）回大（学）唐

（校）。”……

欢乐的背后，是家长对开学长久的

期盼。孩子在家学习，给家长带来了不

小压力，家长纷纷开启超级模式：既当家

长，照顾好孩子的一日三餐，给孩子足够

的陪伴，又当老师，督促孩子线上学习、

体育锻炼，检查孩子的作业，复工之后，

还要工作和带娃两不误。和湖北那位

“案板上是生活，案板下是未来”的母亲

一样，每个克服重重困难，安顿好孩子学

习和生活的“超级家长”都值得尊重！

然而，“神兽归笼”，家长就可以关

闭超级模式了吗？一篇文章说得好：

“家长以为的是：开学了，我就可以安心

上班了！开学了，孩子就不会这么懒散

了！开学了，老师比我更会教育孩子！

实际情况却是：孩子在家懒散，到学校

一样懒散，只是我们平时没机会看到而

已；决定一个孩子未来的是习惯、品德、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更多要

受家长的影响；老师只陪伴孩子几年，

家长要陪伴孩子更多时光，家长才是孩

子永不退休的班主任。”

“家长”二字重千钧。从孩子呱呱

坠地那一刻起，家长就难以轻松。从小

时候的吃喝拉撒睡，到幼儿园开始集体

生活，再到中小学学习能力、个人素养

的培养，大学逐渐步入社会。在中国，

很多儿女结婚生子后还难免需要老人

帮忙带小孩……每个阶段，孩子都有不

同的、细微的、繁多的需求。我们内心

想要轻松，想要孩子听话、不麻烦，又担

心孩子思维能力、知识储备、综合能力

跟不上。于是，我们宁愿吃苦受累，也

要成为孩子的“超级家长”，不是在送孩

子上学就是在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路上，

工作再忙也要辅导孩子作业，给孩子做

各种学习规划、人生规划，解决孩子成

长道路上层出不穷的问题。每一个为

孩子成长负好责、服好务的“超级家长”

都值得尊敬！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借此机

会，给“超级家长”们道一声“辛苦了”！

有人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创

造了妈妈。”对于孩子来说，家长就是无

所不能的保护神，永远精神饱满，永远

无所畏惧。当了家长后才知道，在孩子

面前开启超级模式的家长也只有普通

的血肉之躯，只不过为了孩子的“岁月

静好”愿意负重前行。

为了帮助家长科学、理性地应对孩

子成长中的诸多挑战，传播正确的家庭

教育观念，我们依托四川教育报刊社深

耕家庭教育领域 10 余年的传媒优势，

联合省内名师、名校长、家庭教育专家、

优秀家长和教师，打造了一个教育智库

交流学习平台——“家教有约”，作为

“super 家长团”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为广大家长配有提供专业、实用的教

育指导服务。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邀请到

9位不同领域的教育名师为教育把脉，

分享他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助力您成为

中国好家长。 （记者 胡敏）

““超级家长超级家长””辛苦了辛苦了！！

家庭教育不应该有固定模式
很多人认为教育是在白纸上作画，你把孩子画成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每

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携带了自己独有的基因，这是每个人

生命的底色，先天的质素加上后天的培养才造就了我们每一

个人。所以，不管是虎妈虎爸还是猫妈猫爸，能尊重孩子的

个性和天赋，帮助孩子成长为他们能成为的最好的样子，就

是好妈妈好爸爸。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固定模式，但幸福的家

庭总是相似的。

和孩子一起成长
好的家庭教育，不是我教你怎么做，而是我和你一起做。

我和你一起学习、一同成长。我们都有自己的擅长和爱好，我

们都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的家庭教育，是我们都懂得，成长比成绩更重要。我们

一同追求的真善美，就是：看待世界的目光、思考和探索的能

力、质疑和发现的勇气、友善与爱的心灵。

好的家庭教育，是爸爸爱妈妈，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

教育，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对社会有积极贡献，我们不仅是自

己，我们也是家的一分子，我们还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和你一起成长，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成为我教育你的样

子，而是你，终会成为你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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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孩子背后那束光
我们重新打量自己，把问题还给孩

子 ， 放 下 我 们 的 决 定 ， 把 选 择 还 给 孩

子 ， 放 下 我 们 的 认 为 ， 把 思 考 还 给 孩

子，放下我们的期待与设计，把孩子的

世 界 还 给 孩 子 。 看 见 孩 子 ， 并 且 支 持

他，陪伴孩子，并且欣赏他。每个孩子

都应该被照亮，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相

信他们有无限机会去创造无限可能，我

们是他们背后那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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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都应被看见
从事青少年和家庭心理咨询工作的 10年中，我发现，几乎

所有孩子的情绪乃至心理问题，总有一个共同原因：父母没能充

分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孩子的心理需求细小且多样，小到母亲一个肯定的眼神，大

到父亲长期稳定的陪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我从专业

角度出发，总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认为家长做得不够好；现在

已为人父的我，明白家长也需要被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太多

太细，又随着年龄在转变，心理咨询师都难免会疏忽，何况从没

受过专业培训的父母。父母比孩子更需要理解、陪伴和支持。

阅读育儿文章，看儿童发展心理学的书，参加线上线下父母学习

小组，信息化时代，新生代父母的成长其实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

支持。

父母才是影响最深远的美育启蒙人
常常有家长问我，艺术教育学什么？在蕃茄田艺术，我们提倡让

孩子在艺术的氛围中感受自己。我们不希望孩子还停留在画什么像

什么的画匠思维，而是希望他们能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独

一无二的作品，用艺术学会自由表达，构建自己的认知世界。

艺术教育，家庭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因为父母才是影响最深远的

美育启蒙人。试着将艺术的话题带进生活，试着和孩子讨论他感兴趣

的艺术作品，然后用身边的材料创作。我们相信，真正的艺术教育一

定会延伸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毕竟，教育的目的除了让孩子获得生

存，更要获得精神的独立和自由，这才是美和艺术最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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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是父母成长的契机
孩子是一面镜子，唤醒我们早已尘封的童年记忆，让我

们看见被压抑、被忽视的情绪，让我们再次经历被遗忘的创

伤和痛苦。陪孩子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聆听我们童年

的述说，为我们心里那个“孩子”赢得再次成长的机会。回到

我们的童年，我们曾经渴望怎样的美好生活，我们期待爸爸

妈妈怎样的关爱和陪伴，那就是孩子今天渴望的爱，那就是

我们需要成为的样子。

巨红琳

四
川
省
优
秀
巾
帼
志
愿
者

成
都
市
成
华
区
一
缕
阳
光
家

庭
教
育
公
益
服
务
中
心
创
始
人

四
川
省
家
庭
教
育
研
究
会
、

四
川
省
家
长
学
校
总
校
讲
师

爱是孩子走向独立的源泉
家长养育孩子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孩子更好地走向独

立，尊崇内心，实现人生价值。如何做？给予爱和建立边

界。爱是无条件接纳孩子。孩子不需用好成绩、乖顺、懂事

等来换取父母的爱，孩子很确定父母对他们的爱是牢固不

变的，以此建立安全感。爱也是孩子走向独立的力量源

泉。而界限是心理疆界，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帮助孩子区分

自我与他我，享有选择的自由，也懂得对自己负责。

家庭教育掌握这个核心，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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