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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孩子心智规律
做成长中的“园丁”

■ 实习生 秦小涵 记者 张文博

问答时间问答时间

Q：孩子今年7岁了，刚上一年级，因为从小
婆婆爷爷带的多，老人比较溺爱孩子，现在孩子
表现得不自信、抗挫能力差、以自我为中心 ，我
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改正缺点？

马渝根：被溺爱孩子的这些表现其实是缺

乏自我掌控感的表现，从孩子三岁开始，家长就

应该重视培养孩子的自我掌控感。

首先，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活动，给孩

子提供机会，多让孩子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并

且要给予孩子选择的权利，由他来选择自己要

做什么，让他成为一个能果断做出选择、清楚自

己兴趣爱好的人。

其次，家长也要信任孩子，给孩子帮助自己

的机会，可以让孩子参与到家务中来，培养他的

责任意识。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困难，家

长要多鼓励孩子，并引导他完成一些比较容易完

成的事情，让他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自我掌控感弱的情

况，家长也不要着急。多与孩子交流，观察他自

我意识的发展，逐步和孩子建立信任、坦诚的关

系，让孩子充分体会到爱，让孩子尝试能够完成

的小挑战，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自我意识。

最后，家长也要加强学习，并且愿意做出改

变，反过来用自我意识管理好自己，在与孩子互

动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改变，

即自我意识的增强来影响孩子，而不是一直和

孩子讲道理。只要家长把位置坐正了，必然能

够在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共同进步。

Q：孩子今年16岁了，平时心直口快，说话
不过脑子。现在学校环境太单纯了，我们担心
他未来踏入社会可能得罪了别人还不知道，遭
人记恨，怎么办？

马渝根：这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人际交往的

问题。说话直不代表耿直，可能无形间伤害到

对方。这说明孩子缺乏自我掌控感，不能很好

地管理自己的情绪，缺乏共情能力。

孩子的表现可能也来源于家庭的影响，缺

乏敬畏、尊重和界限感。父母应该反思家庭的

生态环境是否良好，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对孩子

保持温和的态度，或者有没有过分溺爱孩子，让

孩子以自我为中心。

16岁的孩子处于青春期，可塑性非常大，要

改变完全来得及。家长需要好好调整家庭内部

关系，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来影响孩子的行为

模式，并且培养孩子的自我掌控感，让孩子能在

人际交往中理解别人、接纳别人，这是最重要的。

Q：孩子今年初三了，却经常感觉他学习内
驱力不足，好像无欲无求一样。我该怎么帮助
他呢？

马渝根：不能简单地判断孩子无欲无求，目

前他也许对待学习和未来的思考比较淡漠。之

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能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在过

去经历里，他可能努力学习过，争取过，但是没

有成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孩子就会产生无助

感。家长可以多与孩子交流，帮助他激活自我

掌控感。其次，这可能也和遗传有关，精神胚胎

可能会对孩子性格产生影响，有一些孩子比较

有进取心，有一些孩子就比较淡然。家长可以

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教无定法，教育孩子没有完全一样的规律，

如果有，那么一定是家长非常细致地了解孩子，

走进孩子内心，去满足他成长的需要。我们的

目标都是培养一个人格健全的孩子，帮助他发

现自己的潜能，让他产生内驱力，勇敢地踏上未

来的人生道路。

“孩子不是一块任人涂抹的白

板。”马渝根首先纠正了部分家长的

错误思维，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

成人，心理的发展和变化非常复杂，

“有人用宇宙来形容孩子的内心世

界，说明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丰

富，非常复杂的。”

首先，如何走进孩子丰富的内

心？马渝根重点讲了心智这一概

念。“心智的基础是人类的大脑，我

们可以从逻辑性思维、创作力、同理

心三个维度来看待心智。”马渝根举

了很多例子让家长了解关于孩子心

智的培养。

比如，家长可能并没有教过孩

子建立因果关系，但是孩子却在很

小的时候就具备了这种能力。“孩子

小时候都喜欢不停地问为什么，一

部分父母可能觉得孩子的问题回答

起来比较麻烦，索性不回答。”马渝

根指出，实际上孩子问得越多得到

的答案越多，越容易建立因果关系，

那么到了成人时期，他就能更专心

地利用心中的因果图开展有效率的

行动。

又比如一岁左右的孩子第一次

看见会走路的机器人，可能会用疑

惑的眼神看向妈妈，如果妈妈脸上

泛起了肯定的微笑，那么孩子很大

可能会走近仔细观察；相反，如果妈

妈表现出恐惧和惊讶的神情，孩子

可能就会拉着妈妈走开。从这个例

子中，我们能发现，孩子的反应包含

了对妈妈态度的理解，他能根据妈

妈的表情采取相应的行为模式，这

也是孩子的一种共情能力。

其次，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动态

的发展过程，孩子无序混乱的表现

也是心智正在发展的表现。“与成人

有别，孩子往往有着反事实的思考

能力，他们能够超越经验想象从未

发生过的事情，可以理解为这是创

造力的雏形。”马渝根告诫家长，应

该仔细观察孩子的行为模式，了解

孩子的心智能力，并给予反馈，做出

正确调整，以陪伴参与孩子的成长，

注重挖掘孩子的潜能。

心智包含逻辑思维的特征也

包含注意力的特征，一个孩子心

智的成熟需要漫长的童年时期。

其中有很多关键期，马渝根呼吁

家长不能用成人的视角和思维去

要求孩子。比如，有些家长要求

三四岁的孩子通过大量背诵来训

练记忆力，“孩子的记忆力有着自

身发展的规律，没必要刻意违背

自然的发展规律。”

讲座中很多家长都谈到了对孩

子注意力分散的担忧，马渝根认为

注意力不集中其实也是孩子成长期

的一种特征。“因为孩子总是被新

奇的事物不断吸引，所以容易疲倦

于长时间集中一件事情，我们可以

将其看待为一种‘宽泛的注意力’。”

他举例，工作人员播放一段篮球视

频给一群成人看，并让他们数清楚

视频中传球的次数。第一遍看的时

候，成人都专心数数，直到回看视

频，大家才发现，视频中有一个人

扮演的大猩猩。同样的视频播放给

三岁的孩子看，他们几乎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大猩猩。这是为什么呢？

马渝根指出：“成人看视频时，

首先服从于任务，即计数，自动屏蔽

了其他干扰，可以说成人的注意力

像探照灯。但是孩子注意的往往是

事物本身，无穷无尽的新鲜感使他

们感受到难以抑制的欢快，所以容

易分散注意力。”

成人和孩子的心智有着相当大

的区别，对于未知的信息，无论是

否有价值，孩子都更容易构建出全

新的因果图，这个阶段他们与成年

人的脑状态是完全不同的。马渝根

建议家长应该多理解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出现的与成人有别的行为模

式。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就逐渐叛逆起来？为什么读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里表现得很活泼，在外面却变得胆怯？为什么孩子
上了小学，学习总是不专注？……近日，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系列讲座推出第二讲——“揭秘孩子的成长规律”，继续以做明智
的家长为核心，指导家长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认知孩子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发展的心理特征，采用更具针
对性的教育模式，做孩子成长中的“园丁”，把爱传递给孩子并融汇到家庭教育中。

“除了上面提到的心智，孩子的

自我意识也很重要。当孩子自我意

识逐渐形成，自我概念、自我评价、自

我满足的需求都会影响孩子的性格、

情绪、行为、思想方法等。”马渝根认

为，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就像

园丁，教养孩子就是了解孩子的需要

后，不断提供他所需要的成长条件，

这样才能逐步唤醒孩子的自我意

识，发掘孩子内心的潜力。

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自

我意识。“如果说孩

子的内心世界可以

用‘宇宙’来形容，那

么这个‘宇宙’的核心

就是自我意识，在孩子自

我成长过程中，他们会不

断感受到别人的看法，也

不停调整着看待自己的

方式。”

马渝根用了一个非

常生动的疤痕实验启示

家长——人们关于自身错

误的、片面的认识会影响和

改变他们对外界的感知。如

我们所知，被试者的脸上是干干净净

的，没有丝毫的疤痕，但是他们以为

自己脸上有恐怖的疤痕，进而感受到

路人的关注以及嘲笑、怜悯等情绪。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

将“疤痕”牢牢地装在了心里。疤痕

实验证实，一个人内心怎样看待自

己，在外界就能感受到怎样的眼光，

别人是以你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

你。这个实验也直接地表现了自我

意识对人的重要影响。

“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们普遍

流露出对孩子学习的担忧。马渝根

指出：“心智能力与学习能力紧密相

连，除此之外，学习能力也涉及到非

智力因素，比如道德品质、反挫折能

力等，又比如孩子是否有明确的目

标、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孩子是否有

毅力，遇到困难能不能很好地让自己

克服。”

非智力因素其实和孩子成长中

形成的自我意识、自我掌控感紧密联

系在一起。在学习中，这种自我意识

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如果孩子把学

习当作任务，好像在为父母学习，他

就会缺乏前进的动力并感觉到很大

的压力。

马渝根多次强调，“自主学习才

能成就孩子的终身学习”。孩子应该

自主确定学习目标，唤醒内在内驱

力，自主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这

样才能养成自律、专注、坚韧的品

质，并成就卓越未来。“自主学习的

核心就是自我掌控感和心智。”所谓

自我掌控感即孩子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对目标做出自己的选择，能够

调节自己的思维，能够在学习中挑

战困难，不依赖别人，不依靠他人

的监督。

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若父母

过度焦虑、敏感，强迫孩子接受特

定的想法，给予极大的干预，孩子

就会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漠

感”，并伴随着压抑、自卑，这种方

式会极大地伤害亲子关系，更甚者

会诱发孩子产生“过低的自我掌控

感”，引发一系列与压抑有关的心理

问题，具体表现为孩子不敢面对结

果，经常感到疲惫、焦虑。马渝根

建议家长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多鼓

励孩子，和孩子讨论解决办法，让

孩子自己做出选择，让孩子有良好

的自我掌控感。

尊重孩子成长规尊重孩子成长规律律
关注孩子的心智能力关注孩子的心智能力

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
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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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系列讲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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