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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渝根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

专业，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从事

临床心理40余年。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马教

授一直专注于青少年发展心理的

研究和指导，不断深入学校、社区

为老师和家长进行培训和辅导，

缓解家长的教育困惑与心理压

力，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以及临床

实践中，马渝根教授还承担了众

多社会工作，曾任中国卫生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行为医学专委会常务理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心理学

同行评审成员、中国管理科学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特聘专家等。

归根结底，“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显示的是父母的格局，“如

果有起跑线的话，父母的格局才

是孩子成长的起跑线。”马渝根

指出，“父母的格局是孩子的天

空”，决定了孩子的事业、态度、

方法、信心以及努力的方向；如

果父母的格局太小，“就是孩子

的天花板”，看见的就只是分数，

只是补缺。

家长要做观察孩子行为和

内心积极变化的有心人，如果

每天都能发现孩子积极的变

化，哪怕一点点，不仅自己情

绪得以改变，还能够从容地进

一步推进孩子的改变。“你看

什么，不看什么，看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都属于你的感

觉。”马渝根提醒家长，不要

只看当前，忽视了未来的发

展；只看表面现象，看不见孩

子内在的动力。“哪怕是一个

细微的改变，你就可以去和孩

子交流。比如，昨天还在玩游

戏机，今天他就坐下来看书写

作业了。”

所以格局是什么？马渝根

用蚂蚁和人类在视野上的不同

进行类比，蚂蚁只能在一个简

单的平面上觉察到生活的路

径，而人可以站在一定的高度

来审视。“家长应该以气度、胸

襟，积极的思维，来观察和对

待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和孩

子一起向前。”所以，格局就是

一个人思维方式、一个人的视

野、一个人的气度、一个人的

胸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个

人价值观的高度，情绪体验与

表达的模式，以及行为和应对

模式。

马渝根特别强调，父亲应该

多跟孩子探讨人生的坐标，特别

是探讨“我是什么人？我想成为

什么人？我想追求什么样的生

活？”他建议，父亲可以对孩子讲

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可以通过阅

读来讨论“人生奋斗的路充满了

泥泞，充满了坡坡坎坎和弯路，

应该怎么办？”这些思想对于孩

子建立自己的坐标和路径尤为

重要。

“家长的格局是可以提升

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上的自

知和不断的学习，下决心去实

践，这就是从知道到做到。”马

渝根说，明智的家长才会从

容，明智的家长才会心中有

数，充满底气，才能对孩子的

成长起到推动、辅导和帮助的

作用。

最后，马渝根对家长提出

了希望：“除了仰望星空，

我们还需要脚踏实地

低下头看看脚下泥

泞的道路，坐在

飞机上不肯着

陆 ，就 永 远

找不到回

家的路。”

知人者智知人者智 知己者知己者明明
用智慧和格局陪伴孩子用智慧和格局陪伴孩子

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系列讲座（一）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世界，教育竞争的格局与程度也随之放大，再加上大众对孩子未来的深度焦虑，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教育竞争一年更甚一年，

成绩、排名成为广大家长和孩子的紧箍咒，教育心理方面的问题呈现比较严重的趋势。

2022年，是教育改革全面落地的一年，“双减”背景下，家长、孩子，包括教育工作者，都期待重启思路，指明方向，跟上新教改的步伐。本刊将陆续报

道由四川省图书馆联合九度精准教育心理研究院推出的家庭教育年度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由国内著名心理学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学教授马渝根

教授担纲，以心理学的专业理论为根基，从教育心理的规律出发，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帮助家长激发孩子学习潜能，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

家教问题，千人千面。谁都不是天生的育儿高手，家长们该如何应对层出不

穷的家教难题？欢迎来“家教咨询室”坐坐，将您的困惑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解

答，也会不定期邀请专家深入剖析，竭尽所能帮助家长朋友们解决问题。

扫描右方二维码，填写问卷，就是参与。若蒙允许，最好填写真实联系

方式，这样以便及时反馈给您。也欢迎到“SUPER家长团”（公众

号名称）的“家教咨询室”查阅往期案例解答。

“去年腊月28日，我们科室有个

值班医生忙了一天，收治了 13 个病

人，其中有12个都是学生；平时来找

我做心理咨询的，几乎三分之二都是

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进行咨询。”马渝

根心情沉重地说，近几年来，华西医

院心理卫生中心的门诊挂号量在各

科室中均排第二，超过一半的床位长

年被青少年占领。

马渝根表示，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重物质生活、物质形态的

东西，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聪明、成

绩好，而忽视了关注孩子的心理。

“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

怎么去改变他？”马渝根指出，通过心

理咨询让孩子发生改变的关键在于

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他由

此想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或者影

响，靠什么起作用？答案就是建立

“助益性的亲子关系”。

马渝根用一组数据进行了说明

—— 在 温 馨 和 谐 的 家 庭 中 ，有

74.12%的孩子是优秀的；而冷漠疏离

的家庭，优秀的孩子只有12.48%，差

距非常显著。“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物

质的作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有

钱怎么样？有大房子怎么样？远远

不如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影响。”马渝

根认为，如果孩子在成长中没有感受

到来自父母的爱和安全感，他以后很

难去爱别人，同时产生焦虑，产生自

卑。

“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已经初

二初三了，还能改吗？”马渝根给予了

肯定的回答，能改，同样是靠亲子关

系。“依靠唤醒自我意识来引导自己

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情绪，改变行

为。”近几年，在和他进行交流的家庭

中，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这就是自我的力量。人的认知、

人的情绪，人的行为以及人面对困难

挑战和应急事件，都是通过自我意识

来管理。这些自我的形成并非遗传，

父母怎么管理自己，怎么认定自我，

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孩子会在你

的目光中，在你的语言中，在和你的

交流中，把你看成榜样。”因此，马渝

根建议家长不要放弃自我学习和进

步，以免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

在讲座现场，马渝根教授和家长

们分享了讲座取名“做明智的家长”的

由来，与“做好的父母”和“做优秀的父

母”不同，“明智”要求家长在自我意识

上比较清晰，又分为两个层面——“知

人者智”和“知己者明”。

“在你的眼里，孩子是什么样的？

你了解孩子的潜能和优势吗？他与人

相处是什么状态？他在学习上的思考

是独立吗？是很听话顺从？还是不管

任何问题，他都要提出反对意见？”马

渝根一连串的提问指出，家长要了解

自己的孩子是哪种类型，孩子的情绪

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击碎，甚至容易

压抑，容易流眼泪。

事实上，很多家长不但看不到孩

子的优势，甚至认为孩子一无是处，因

为家长总是以自己的观点评价孩子。

马渝根举例，有家长说孩子玩手机，玩

到连饭都不知道吃，晚上打到两三点，

有时候打通宵，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好

的精力。“孩子没有把精力真正用到正

确的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责任。”马渝

根表示，“知人者智”就是要根据孩子

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孩子，去“读取”孩

子行为背后的心理语言，去透过现象

看本质，才可能真正去解决问题。

比如，孩子不愿意去学校读书，家

长怎么问？可能孩子以前说过，但没

有引起家长的重视；或者他说过，家长

一句话就顶回去了。最后究其原因，

可能是一次老师处理问题的不恰当，

一次成绩考差了或者同学的歧视。家

长在不了解原因的基础上，就粗暴地

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动辄威胁恐吓孩

子，只能造成恶性循环。

相对于“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则更难。

“对于家庭中所发生的事件和变

化，你有什么感受？”马渝根提醒家长，

首先要察觉“我”的内心体验感是什

么，然后“我”能够理解孩子内心的感

受吗？需要家长用自我意识进行识

别，有了识别才有可能去思考究竟需

不需要发生改变。

“你究竟需不需要改变？”马渝根

谈到，我们在面对问题时的反应，常常

是自动化的、固定的。他举例，很多家

长爱埋怨，其实就是从小到大在上一

辈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要帮助一

个孩子，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是三代人

的问题。你怎么去改变对待孩子，绝

非一时一事。”

关于“知己者明”，马渝根和现场

家长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一个英国作

家到了列宁格勒后，想找一个坐标来

了解他现在身处何地，他看见有一个

教堂，拿起地图一看，结果没有教堂，

他很纳闷，明明是教堂，怎么地图上没

有标？当地人告诉他，列宁格勒地图

上从来不标教堂，地图上印什么，才能

找到什么。原来此处在地图上标示为

博物馆。“家长总是习惯遵循学校绘制

的地图，要求孩子做什么。从来没有

问过孩子，你想要什么？你希望做什

么？”马渝根表示，学校绘出的地图究

竟是什么呢？就当前来讲，是分数，是

考试的排名，是查漏补缺，是问题所

在。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

有让孩子自己绘出人生奋斗的地

图，追求的方向，画出每一个阶段

的小坐标和未来要达到的大目标？

马渝根指出，现在很多家长把孩子

的坐标比反了，“你看三姨妈的儿子

考得那么好，你怎么这样啊？”马渝

根说，这些不成理由的理由，都拿

来作为坐标进行比较。他建议家长

要学会思考，我的理想是不是孩子

的？怎么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坐

标，绘出他的人生。

知己者明
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坐标，绘出人生

唤醒自我意识改变思维方式
建立“助益性的亲子关系”

知人者智
“读取”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语言

气度、胸襟，积极的思维
父母的格局才是孩子成长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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