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JYDB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第71期 总第3488期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教育报刊社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教育导报
微信号

教育导报网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孩子刚出生时，你看着他，想的是

什么？是‘我一定要让他考清华’，还是

‘让他健康、快乐地长大’？”吴云说着，笑

了起来。

让两个女儿拥有健康的体魄，积极

乐观的心态，这就是吴云选择成为一位

父亲的初心。加入交流群的家长，都认

可这份初心，也愿意将其变成自己最基

本的育儿理念。

吴云认为，家庭教育是一项长线工

程，父母是教育的总承包商，老师或者其

他养育者则是分包商，家长要学会和他

们良性互动。

比如，有的老师要求家长给孩子检查

作业，大部分家长会把错误圈出，让孩子

改正。但是在吴云看来，与其采用这种方

式，不如教孩子学会自己检查，或者家长

们只是告诉孩子有几个错处，让孩子自己

找出、修改。相比之下，这样的方式更能

锻炼能力，虽然效率可能要差一点。

“作为总承包商，一定要有自己的想

法。”吴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家长们都

能成为内心坚定、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人，守住自己的初心。

家长刘梅，不仅要“应付”正处于青

春期的儿子，还要承受与母亲之间糟糕

的关系带来的压力。母亲不认可刘梅教

养孩子的方式，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不留

情面地指责她，话语中“夹枪带棒”，家里

的氛围常常十分紧张，也影响到了儿子

的情绪状态。

刘梅在群里向大家倾诉自己的烦

恼，家长们劝她，先处理好与母亲的关

系，孩子的状态就会好转。吴云则从沟

通技巧的方面给刘梅出了主意，可以先

说：“妈妈辛苦了，现在还在为我操心。”

温和地肯定母亲的出发点是好的，再坚

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父母按照他们熟

悉的方式来爱我们、爱孩子，应该被尊重

和接纳。”吴云认真地说，“你肯定了父

母，他们也才会放下成见，尝试跟着你

走。孩子也是一样。一个人首先要接纳

爱，才能有给予爱的能力。”2016年，吴云

一家获得了四川省妇联评选的“最

美家庭”。他的幸福之道，就在

于尊重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

在婚姻家庭咨询这行

干了13年，吴云见过了各

式各样的亲子关系，有孩

子上了名校，却承受不了压

力选择轻生；有的成家之后

把双亲“拉黑”；有的毕业之

后，才告诉父母自己欠了

100 多万元的校园贷……

他认为，接纳爱、给予爱

的能力，是对人的成

长 最 重 要 的 东 西 。

从培养健康、快乐

孩子的初心出发，

家 庭 教 育 的 核

心，或者说目标，就是培养孩子“爱”的能

力。在吴云看来，爱的能力，就是孩子追

求幸福生活的能力。

大半年来，群里小学家长最焦虑的

是作业；中学家长最焦虑的是青春期逆

反，所有家长都会面临情绪控制的难

题。这时，家长们会互相提醒，再读一读

《我允许》等六篇诗文。“知道起点，也知

道目标在哪儿，就不会随风飘摇，被社会

集体焦虑牵着走。”吴云说。

（本文中家长均为化名）

这个交流群是吴云在今年3月创建的。

2007年，大女儿出生，吴云离开呆了 13年

的销售行业，开始做起了婚姻家庭咨询的工

作，到今年为止，已经又过了一个13年。

近些年，吴云带着这些年咨询和养育一双

女儿的经验，投身到家庭教育的公益事业中，

在四川各地进行了百余场培训和讲座。这个

家庭教育交流群的雏形，就产生于一次次讲座

之后：吴云在讲座现场建一个群，邀请家长加

入，解答家长实践中的困惑。

如果家庭教育理念是一簇火苗，需要不断

地添柴进去，火焰才会一直燃烧。建立一个交

流群，家长们在里面相互讨论、相互督促，在吴

云看来，就是不断“添柴”的过程。

年初，受疫情影响，吴云不得不暂停了一

切线下活动，于是，一个专门交流家庭教育的

微信群便诞生了。

“简单说来，这就是一个家长互助的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就各自遇到的困惑各

抒己见，互相帮助、解决问题。此外，群内每周

末有一次亲子关系方面的专题课，由专家进行

讲授。随着疫情风险逐渐降低，吴云每周还会

组织一次线下活动，群成员可以带上家人、孩

子一同参加。

群内的家长，有的与吴云面对面咨询过，

有的通过线上线下讲座或者口口相传对吴云

有一定了解。因此，群里的声音“南腔北调”，

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要说共同点，第一，都

是为人父母；第二，被吴云的育儿理念所吸引。

让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这是吴

云养育孩子的初心，也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带给

其他家长的信念。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家庭也都

有其特殊之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需要具体

的分析。然而，吴云认为，无论个体情况再怎

么特殊，大方向可以明确，那就是让孩子拥有

获得幸福的能力。

围绕一个话题，群里讨论的趋势再怎样

变化，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这一点。这也是

吴云在建群之前思考过的问题：作为创建

者，自己在这个群里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

答案就是，一个理念的引领者，而非某些具

体问题的权威。建这个群，就相当于竖起一

面旗帜，吴云就是那个举旗杆的人。

“你进来了，说明至少在大方向上，你是认

可这个旗帜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下

去，在不断的讨论和调整之中，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方法。”吴云说。如果说这个群有什么纲

领的话，就是六篇文章：吴云自己写的《我爱的

就是你》，海灵格的《我允许》，纪伯伦的诗《你

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讲人生哲学的《闭

上眼睛才能看清自己》，以及《父母规》和家庭

公约“双五一好”。每个入群的家长都会收到

这六篇文章，时刻提醒自己，孩子有他的人生，

家长营造幸福的家庭氛围就好。

“简单说来，这就是一个
家长互助的平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中的这

句话，解释了这个交流群如何起作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是家

长喜爱的育儿专家。李玫瑾教授在一次

讲座中提到“不要溺爱孩子”，家长张慧

记在心里，当她4岁的孩子不能流利地从

1数到 10，她就天天打孩子，孩子的状态

却越来越糟糕，张慧非常困惑。

她问吴云：“李玫瑾教授说‘不溺爱

孩子’，你怎么看？”吴云回答：“说得对，

关键看怎么用。”张慧讲了因为数数打孩

子的事。吴云发现，再正确的教育观念，

也会在实践中完全“走样”。他在群里发

起讨论：如果孩子作业不会做，你打孩子

吗？

现代社会的家长，能够从书籍、节

目、社交软件、公众号中获取各种各样的

育儿知识或者理念。道理都懂，但是一

种观念从理论到落地，这中间对于家长

来说，都是空白。

而家教交流群，就在这个空间中起

作用。吴云觉得，这是家长们要共同承

担起来的社会责任。如果孩子因为学习

不够优异，从小被父母打骂、嫌弃，造成

了隐性的心理伤害，那么，他们长大后悲

观、厌世，或者攻击性强，可能成为严重

的社会问题。

诗人纪伯伦的《你的孩子其实不是

你的孩子》，让许多家长意识到孩子是独

立于父母之外的个体，应尊重、并相信孩

子的选择。但对于肩负引导者责任的父

母，把握好“引导”与“强迫”之间的界限，

却并非易事。

李英就是这样一位妈妈。上初中的

儿子爱上了打游戏，父母苦口婆心的劝

说非但没有效果，还使他越发地厌学，甚

至想要退学去做电竞。李英没有办法，

带着儿子来找吴云，希望吴云能够劝儿

子打消这个念头。

吴云非但没有劝孩子学习，听孩子

讲了他的想法之后，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来劝李英支持儿子的决定。结果，李英

被说服了。

“在许多家长，包括孩子的眼里，打

电竞跟打游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

电竞也是竞技，训练很苦的。”吴云认为，

孩子有想法是好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不妨一试。

于是，李英为儿子办了休学，儿子如

愿以偿地开始了电竞培训。几个月之

后，儿子认清现实放弃了电竞，主动回到

学校，从初一开始读起。

这一次，李英不再像之前那样，把

儿子的学习盯得死死的；她听取了群里

家长们的建议，学会关注自己，开始学

习古筝、练习瑜伽。她与群里家长们的

交流，更多地变成了如何把生活经营得

有滋有味，而非怎样去“管教”孩子。

“我报了古筝 5级，请大家监督我！”最

近李英在群里分享近况。李英惊讶地发

现，重回课堂之后，儿子就像变了一个

人似的，十分用功，根本不需要自己和

丈夫的督促。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守住初心，坚定目标，就不会随风飘摇

■ 实习记者 梁童童 记者 胡敏

一个家长互助群的观察和思考——

成为清醒和坚定的养育者成为清醒和坚定的养育者

“学校把数学老师换了，换了个普通老师，大家给点意见。”刚刚开学，有家长因为孩子班上换老师着急，自述

班级群家长“快崩溃了”。吴云回了句：“淡定，否则可以怎么样？”不像是给答案，更像是话题的开始。家长们你

一言，我一语，一开始的恐惧和无奈，渐渐被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所取代：“试试吧，说不定很好。”还有家长自曝自

己小学时班上曾换过7位老师，和不换老师的班级相比，到了初高中总体发展反而更好。

这是一个名为“幸福驻我家”的家长群中的片断。群里的家长遇到问题，会将其分享在群里，以家庭教育问

题为主，也包括生活、工作上的思考和感悟。每天，家长们都会对这些问题展开热火朝天的讨论，言语之中，可能

就藏着提问家长所需要的解决之道。

现在，“幸福驻我家”群人数已经达到了500人的容量上限。还有120多位在另一个“预备群”，“排队”等着

加入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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