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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听专家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做做““6060分家长分家长””
与孩子一起生长与孩子一起生长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好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事业，而这项事业，需要父母花费大量的

精力和时间去摸索正确的教育方法，少走弯路。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亲子的相处和交流中难免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问题。

为帮助广大家长解决困惑，缓解教育焦虑，第三届心理与家庭教育公益论坛举办之前，主办方向小学及初中

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发放了调查问卷，征集家长们最关注的家庭教育问题，从收集到的几十个问题中，梳理出关注

度最高的4个问题，在论坛的沙龙分享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解答。

■ 实习生 徐琳

在家长们的焦虑和问题中，有

一个词反复被提及——沟通。如何

与孩子有效沟通？是很多家长迫切

需要解答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校长邱华认为，沟通的

前提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邱华是学校2800余名孩子心中

的“校长妈妈”，学校每个孩子给她

提意见、写信，她都会认真倾听，并

在校园电视台给孩子们一一回复。

这会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的声音

被听见了、被尊重了，孩子们会感觉

到同“校长妈妈”沟通是安全的、是

被接纳的。邱华也因此收获了孩子

的信任和依赖。

让孩子有充分的表达权也很重

要。邱华说，有效沟通不是“家长提

问，孩子回答”的单方面输出，而是

双方互动的双向过程。真正的沟通

是要让孩子拥有足够的、充分的表

达权，孩子愿意主动分享，而家长则

需认真聆听。

“涉及到孩子自己的事情，家

长一定要和孩子共同商量。”邱华

说，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多

父母经常以“权威”自居，对孩子

独断专行。但在邱华看来，新时代

的青少年儿童们由于较早接受了广

泛而全面的信息，内心渴望平等和

独立，因此“权威型”的教育方式

早已不可行。无论是小学还是初高

中的孩子，都渴望被家长平等而真

诚地对待。所谓真诚的对待，并不

是“形式主义”式的沟通，家长不

能一味地说教和批评，也不能已经

预设好答案而假装征求孩子的意

见，而应该真诚地与孩子共同讨

论、协商。

此外，邱华还提到，要允许孩

子安全而充分地释放情绪。释放情

绪，是缓和矛盾的一种方法。如果

孩子不被允许表达情绪，他会认为

自己是不被接纳的，他的内心也会

因此封闭。除了是孩子们的“校长

妈妈”，邱华也是一位母亲。在两

个身份的转换中，她学到了更多的

沟通艺术。“多一些引导，少一些

命 令 ； 多 一 些 讨 论 ， 少 一 些 决

定。”她说：“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

向。”作为家长，应该在每一次与

孩子的互动中反思自己：是想去引

导支持孩子还是想掌控孩子？是想

让孩子服从听话还是自律自发？这

个方向不仅决定了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沟通是否有效，还决定了未来孩

子是否愿意敞开心怀，打开沟通的

大门。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越大，似乎

越不愿意跟家长沟通，青春期以后

的孩子往往更难沟通。在成都市第

七中学高级心理教师陈艳萍看来，

这是因为年龄小的孩子说话更自

由，随着年龄增长，孩子越难把心里

话说出来。因此，与不同年龄阶段

的孩子沟通，应该有不同的方法。

陈艳萍说，比如幼儿园的孩子，家长

跟他讲道理不如给他跳舞，给孩子

一个表达的脚手架，用动作引导孩

子学会表达。小学孩子，可以用绘

画的方式协助他们表达。而中学的

孩子，则需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沟通

空间。

陈艳萍在学校里给家长和孩子

们推行了一个家庭圆桌会议，在家

庭圆桌会议时间，家长和孩子都可

以畅所欲言。她认为，孩子们通过

参加家庭圆桌会议，可以增加参与

感和获得感，也更加勇于尝试和表

达。“家庭中需要建立一个真实、流

动、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

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畅所欲

言。而只有当这个空间像活水一样

流动时，才能孕育出蓬勃、健康发展

的生命。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所有家

长共同的期盼，有些家长甚至早早

地为孩子的成功做好了人生规划，

提前扫清各种障碍。家长对于挫折

总是充满抵触的，总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一帆风顺。然而，成功就一定

是好的吗？挫折，就一定是坏的吗？

陈艳萍分享了一个美国首席大

法官的演讲，这位法官在他16岁儿

子的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题目是“祝

你不幸且痛苦”。为什么会有父母

祝自己的孩子不幸且痛苦呢？陈艳

萍提出一个假设：“按照大部分父母

对成功的定义，孩子一帆风顺地考

上名牌大学，我们就认为这是成

功。但这种一帆风顺的人生就一定

是好的吗？”陈艳萍说，“挫折和成功

对一个人同样重要。”从心理学上

讲，一个人的成熟是他的全能自我

和全能他人全部被打碎的时候，明

白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他转的，这个

世界的真相就是无常的。只有遭遇

挫折，才能重塑自我。

罗曼·罗兰曾说：“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

生活的真相以后，还热爱生活。”陈

艳萍表示，挫折对于孩子的成长，是

有促进作用的。她强调了两个概

念，“恰当的挫折”和“足够好的父

母”。她认为，足够好的父母是指

“60分父母”，不替孩子做太多，让孩

子自己去体验、去经历。父母要客

观地看待成功与挫折，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什么时候需要扶，什么时

候不需要，父母要把握好“度”。如

果一味地顺从孩子，孩子就有可能

自我膨胀，经受不了任何挫折。“世

界是反复无常的，谁也不知道明天

会发生什么，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

很难经受风雨。我们不能让孩子活

在童话世界里，只懂童话不懂生活，

只有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体验，在

碰壁的过程中学会成长，他们的内

心才会更加强大。”陈艳萍说。

正确认识挫折之后，如何更好

地面对挫折、战胜挫折？四川大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医学博士陈颖给

家长们提供了建议。她提出了一个

词——抗逆力。所谓抗逆力，就是

指抵抗压力和困境的能力。它主要

包含三个成分：乐观感、效能感和归

属感。作为家长，在孩子遭遇挫折

和困境时，家长要接纳孩子所有的

悲伤、沮丧、难过和痛苦。在这个过

程中，家长应该作为一个“软垫”，接

住孩子并给予他们力量。乐观感来

自家长对孩子的信任和支持，在孩

子面对困难时，家长的期待和支持

会成为一种力量，激发他们去面对

困难、解决困难。效能感则是在“我

可以做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

的。当家长作为后盾，支撑孩子前

进时，他们在逆境中的潜力也得以

激发，抗逆力便得以发展。

学业成绩，是家长们始终关心

的话题。很多家长通过观察发现，

影响孩子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专注力。“专注力差，不一定是

坏事。”《新教育家》杂志社社长姚曦

笑着跟家长们解释道：“我从小就是

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但这并不

妨碍我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大

学教师，成为一个教育杂志的创办

人。”

姚曦的儿子似乎也遗传了这一

点。经过观察，他发现，儿子非常热

爱学校和老师，但仍然学不好各门

功课。为此，他尝试了多种办法试

图改善儿子的专注力。例如，用倒

计时设置定时任务等，但儿子的情

况并没有改变。姚曦由此对家长提

出第一条建议：判断孩子是否属于

注意力缺陷。家长可以效仿他的做

法，设置定时任务并制定奖惩方式，

以此进行检测。如果孩子情况有所

好转，那么可以排除注意力缺陷，家

长可以通过规范、沟通、奖励甚至惩

罚等方式帮助孩子逐渐提升专注

力。如果孩子不厌学且情况并未改

变的话，那么家长需要严肃地思考

一个问题：你的孩子是否有注意力

缺陷综合症？从医学上讲，它属于

多动症里的一个分支，表现为思维

异常活跃，天马行空且散乱无法集

中。从表现上看，患有注意力缺陷

综合症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注

意力经常难以集中，明显不同于其

他孩子。

但在姚曦看来，专注力差并不

等于孩子学习不好，反而意味着勇

于尝试和创新，因为思维活跃的大

脑总是让他们有更多新奇的想法。

“我们不要将患有注意力缺陷综合

症的孩子区别对待，而是要带着温

柔而坚定的爱严格要求他们。”姚曦

提醒家长，如何孩子患上注意力缺

陷综合症，除了药物干预以外，对抗

性运动也很重要。因为孩子在进行

对抗性运动，比如打篮球时，他不仅

要全神贯注，还要集中精力去防守

对方。在运动过程中，大脑会分泌

多巴胺，而多巴胺又会提高专注度，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行为管理同

样重要，家长要有原则、有底线地要

求孩子做好每天的事情。”姚曦说，

有注意力缺陷的孩子因为自律性

差，更需要家长的细致检查。例如

每一天的作业记录本必须记录日

期、天气，甚至精准到哪一页、哪一

题，每堂课的课堂笔记也要仔细检

查。姚曦坦言，注意力缺陷拉近了

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我每天陪着

他进行对抗训练，每天督促他服药，

我们都感受到了彼此的重要性。”

如果孩子患上注意力缺陷综合

症，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关于专

注力，陈颖给出了专业的解释，因为

大脑的发育，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专

注力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孩子的

专注力因人而异，而且还会随着年

龄、身体的发展而变化。她建议，当

家长发现孩子专注力差，不要轻易

下结论，应将孩子送至医院进行专

业判断。“医院会根据一些认知功能

的测评、持续注

意的测评、家庭

问卷结合学校

表现进行综合

诊断。”一旦确

诊为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轻微

者可以通过家庭的行为训练等方式

调节，严重者则需要药物的支持。

“很多名人，像菲尔普斯、爱迪生等

都有注意缺陷。家长不要过于放大

孩子的缺陷，要学会看见孩子的长

处。”陈颖说。

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

庭教育促进法》）经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家

庭教育促进法》具体包含哪些内

容？它给家庭教育带来了哪些启

发？为了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家

庭教育促进法》，依法带娃，《中国

教育报》驻四川记者站副站长胥茜

对此进行了解读。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为了发

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

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

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制定的

法律。胥茜说，立法的主要目的就

是充分尊重父母进行家庭教育的

自主性和自由度。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法

律给出了解答，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

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而设立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根本任务则是，促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法律对家庭教育提出了五大要求，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的发展

规律和他们个体的差异。”胥茜解释道，每个孩

子都是一个独立且不同的个体，这是非常符合

实际情况和个体差异的一个要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几十年

来，我国有接近20项文件都谈到了孩子的教育

问题，但都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更多是指导性

的意见。而去年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中，

却明确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法令

中第十六条，列举了家庭教育的六大内容。第

十七条，列举了家庭教育的九大方法。”但在胥

茜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每个家庭在进行家

庭教育时，应当在实践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

方法。”此外，《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还提到了社

会协同，明确了国家干预的内容。“这是非常关

键的，此后在家庭教育中，即便是父母，也会受

到法律的限制。家校的合作也有了法律的依

据，学校老师也可以根据法律更好地进行家庭

教育指导。”胥茜说。

大约20年前，就有专家提出疑问，几乎所

有的职业都有资格要求，为什么父母这个职业

没有资格认证？归根到底是因为，做家长不需

要门槛。而且家庭教育没有统编教材和课程

标准，也没有固定的课程模式。如今，随着《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家庭教育指导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也风靡一时。胥茜提醒广大家长：仔细甄别各

大机构，“家庭教育的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还是家长那颗无条件爱孩子的心。”她说，弗洛

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及，无条件的爱是一件难

事，但这件难事是家庭

教育指导师无法教给家

长的。家庭教育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

而就。时代在进步，形

势在变化，每一位家长

都应该做好准备，不断

更新教育观念和方法，

不断学习和成长。“我们

随着孩子的生长而生

长，这是停止不了的事

情。”胥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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