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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系列讲座（四）

“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时期没有得

到足够的关爱、尊重和陪伴，导致他产

生自卑与缺乏安全感，面对危机和困难

不能勇敢面对，不能悦纳自己，在青春

期出现回避、逃学、网瘾、叛逆等不良表

现时，只要父母怀着敬畏的心态陪伴孩

子成长，是能够及时弥补和纠偏的。”马

渝根指出其中原因——青春期是孩子

成长过程中最敏感的阶段之一，同时，

青春期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

和童年期相比，青春期的孩子会发

生很多变化。比如，小时候听话的，青

春期开始叛逆；小时候热情开朗的，青

春期开始敏感忧郁，等等。种种变化反

映出青春期孩子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

他们需要来自父母的细致关怀和心理

援助。

在此，马渝根指出，很

多家长的帮助没有帮到点

子上，导致基本无效。“他们

关注发生的事情本身和孩子遇到的问

题本身，更甚于孩子面对这些负面信息

的内心感受和想法；他们关注孩子个别

的挫折和错误行为，更甚于孩子大多数

良好的行为和努力改变的心理。”

有的父母遇事比孩子还要着急，为

什么？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把这件事情

看得太重，“时间那么短了，你还在做什

么？”这是家长常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

本身给孩子带来的是支持还是打击？

“才考这么点分”“才做完这么几道题”

这是追求完美主义的父母常常挂在嘴

边的，也是孩子最不愿意听的。这些父

母往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无限夸大，

或者老盯着一件事，不能换角度、换维

度进行思考。

甚至于有的父母表面看起来对孩

子容忍度极高，但其实毫无原则，毫无

界限。比如，孩子考差了伤心哭泣时，

父母一句轻飘飘的“没关系，不就是一

次考试没考好吗？只要努力了就行。”

没有去认真体察孩子产生负面情绪的

背后是对自己的失望、对父母批评的害

怕；也没有帮孩子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在马渝根看来，以上这些表现统统

都是无效帮助，他希望父母怀着一颗敬

畏的心反思自己——我是否难以容忍

孩子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当孩子出现

问题和错误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是否

太简单粗暴？我是否对孩子的感觉、情

绪、反应漠然无视，没有时间、没有兴趣

去耐心倾听？我认真思考过孩子面临

的困难和处境吗？我和孩子的

谈话会让孩子感到有所收获

吗？会对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和

伤害吗？“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

怀着敬畏的心态去陪伴孩子，

帮助孩子成长，这是非常关键，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马渝根

总结道。

Q：我家孩子今年初一，成绩在年级前30
名，但我们总觉得他的学习行为、学习自觉性
等这些方面应该可以做得再好一些，完全可
以进入年级前10名，但他不愿意。我们平时
上班也很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在孩子身边，请
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马渝根：第一，孩子现在才刚刚初一，已

经处在全年级的30名之中，说明他的学习习

惯、学习方法，他对于学习本身的自我掌控是

相当不错的。这个阶段把基础打牢比什么都

重要，有坚实的基础，后期才能够厚积薄发。

孩子的回答表明了他的态度，我觉得非

常好。他不愿意说明他理解取得好成绩固然

重要，但是好成绩也是有起伏的。他可以考

到年级前30名，但不一定每次都能考到年级

前10名。孩子对自我认知非常清晰，反倒是

家长期望过高。

家长要知道孩子对他目前的学习现状是

怎么思考的，更好，这只是你的期盼。在我看

来，打好基础比更好还好。因为，刻意的精雕

细琢是徒劳的，是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

Q：孩子现在12岁读六年级了，我们感
觉他对父母不够信任，怎么办？孩子撒谎后，
不承认怎么办？是否与信任有关。孩子一直
渴望想拥有手机，我们该不该给他买？

马渝根：家长先和孩子聊一聊，看看是否

自己不经意间让孩子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

所以要去觉察自己的行为。孩子撒谎的问

题，实际上是父母没有走进孩子的内心，不了

解他真实的情况。当孩子意识到我错了，但

是他怕父母生气，怕受到父母的指责，他想出

一个东西来遮盖，父母没有敏锐地发现，他当

然就会撒谎。因此，我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

候一定要坦诚、一定要真实，让孩子也建立起

这个信念。

手机该不该买？学校有规定孩子不能带

手机，但是父母可以跟孩子好好交流，询问他

手机拿来干什么？并且告诉他为什么现在不

能买手机。

Q：我家孩子经历了负面压力后，有些自
暴自弃，比如不抓紧时间做事磨蹭，玩手机、
看电视、拒绝交流，认为我们讲的都是“鸡
汤”，可能是之前觉得他自我放松了，我们管
教的方式有些严厉，以批评为主，是不是跟这
些有很大的关系？

马渝根：负面压力之下自暴自弃的表现

是不同的，父母首先要不带任何评价地去了

解孩子现在真实的学习现状，不要用质疑的

口吻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成绩那么差”等

等。

其次，问问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哪个是优势，哪个是劣势。当父母了解了这

些以后，就要给孩子心理支持了，心理支持是

什么？遇到这些情况，你愿不愿意改变？希

不希望改变？你需要妈妈什么帮助？需要爸

爸什么帮助？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也不好

提出来，但是你表明了态度，让他体会到你愿

意去帮助他，愿意给他提供一些帮助，让他树

立一个新的信念，我愿意去把这件事情搞好。

另外，在谈话过程中要注意，当遇到学习

上的困难时，谁都会懈怠，谁都会出现这种状

况，这是暂时的，没关系，要充分理解他的现

状，不要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他不好好学习。

出现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这也不是什么

丢人的事，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它、转化

它。

问答时间问答时间

■ 记者 张文博

心怀敬畏，与孩子一起成长
“从小到大，孩子的内心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父母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是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近日，

马渝根教授家庭教育年度系列讲座第四讲——《心怀敬畏，谨言慎行》，继续以做明智的家长为核心，跟家长们一起谈谈

如何陪伴孩子成长，并首次提出敬畏的心态这个概念，作为父母只有心怀敬畏，谨言慎行，才可能与孩子守望相助，陪伴

孩子健康成长。

“大家知道万物生长都有其自

然之理，一旦违背了其成长规律就

会事与愿违。同样，孩子成长的规

律也是自然之法。”在马渝根看来，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个非常

复杂的宇宙，它以无限的广度和深

度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我们能看见

的是孩子外在的生理上的变化，行

为的变化以及情绪的变化，这些变

化的根源来自于孩子的内心世界。”

家庭教育的规律是心灵与心灵

之间的对话，但实际上，父母对于孩

子内在的变化很难得以了解。“从小

到大，他的内心世界究竟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我们不清楚；当他遇

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提供的建议

和帮助，是不是他所需要的？”马渝

根认为，知人者智不是一个表面的

问题，需要基于对孩子个体生命真

正的尊重和信任。对于这一点，如

果父母认识得越深刻，越会对孩子

感到敬畏，才能够体会到孩子内心

世界的变化。

马渝根在多年的咨询和调研中

发现，现在大部分父母对家庭教育

非常重视，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讲

座，做好了心理和知识技能上的准

备，但他们还缺乏一样东西。缺乏

什么？马渝根认为，很多父母缺乏

对孩子的敬畏之心。“有家长疑惑

了，作为父母还要敬畏孩子？”马渝

根说，提出这种问题的家长其实是

没有懂得敬畏的含义。

不少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天性、

需求潜能、发展规律一无所知，也不

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究竟符不符合孩

子成长的规律，给孩子今后人格的

健康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马渝

根举例，比如，有的父母不是很清楚

怎样去教育孩子，以为自己是父母，

天然懂得怎么教育孩子；还有的父

母总以为孩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

想怎么教育就怎么教育，认为只要

是为了孩子好，哪怕是训斥甚至打

骂，都是理所当然。

适当的管教，无可厚非，惩戒也

是不可缺少，但很多家长不敬畏到

什么程度，每次遇到孩子犯错都大

吼大叫，有的孩子被吓得一愣一愣

的，有的孩子和父母对抗发脾气。

孩子犯错是因为对事情的认知判断

可能是错误的，如果父母不能理解

他错误的判断，也就无法影响和让

孩子了解他的错误。

因此，马渝根强调，父母不能

以成人的逻辑思维、认知方法去理

解孩子的认知思维和逻辑方法。

“没有敬畏，我们始终就搞不懂怎

么教育孩子，说到底敬畏是父母读

懂孩子的随身秘笈，是走进孩子内

心，打开孩子心扉的一把钥匙，这

把钥匙掌握在父母的手里，这把钥

匙就是敬畏。”

那么，敬畏心从何而来？马渝

根认为，是通过父母对孩子的爱、

尊重和树立权威感获得的。父母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

起威信。在马渝根看来，有威信的

父母更有力量，更容易让孩子在认

知中感到幸福、信任和服从，父母

教给孩子的行为准则，他也会逐渐

遵守，并把它作为自己做事的底

线。

谈到这里，马渝根告诉在座家

长，敬畏心能够教给孩子不仅仅是

做事的原则，还能让孩子树立对原

则的界限感和敬畏心。“我们以敬

畏之心让孩子懂得原则、规则界

限，同时让孩子逐渐懂得界限、原

则和规则。”马渝根说，当孩子懂得

这样的规则后，就明白应该以怎样

的方式存在于社会，怎么与人相

处。

“校园之外没有温室，长大之

后没有儿戏。”谈到众人口中的“熊

孩子”，马渝根说，外面的世界不会

轻易原谅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其等

待孩子将来被社会敲打得头破血

流，不如从小教孩子有所敬畏，敬

畏生命，敬畏成长，敬畏规则，心存

敬畏。“要时刻保持一种怕的感

觉。”马渝根指出，这个“怕”不是胆

小怕事，也不是畏首畏尾，而是从

内心深处的敬重。

只有心存敬畏，保持如履薄

冰的谨慎态度，才能在纷繁复杂

的社会中不分心、不浮躁，保持

内心的执著和亲近，恪守心灵的

从容和淡定，才会有所收获，缺

乏敬畏之心的教育会让孩子的路

越走越窄。

“意识到心存敬畏，这是父母

亲的基本修养。”马渝根说，作为父

母，没有敬畏之心，在教育孩子的

道路上难以进步。对很多父母亲

而言，如果自我意识仍然处于淡漠

随意，当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出了偏

差，将会后悔莫及。

敬畏心从何而来敬畏心从何而来？？
通过对孩子的爱通过对孩子的爱、、尊重和树立权威感获得尊重和树立权威感获得

怎么有效帮助怎么有效帮助？？
关注孩子面对负面信息时的内心感受和想法关注孩子面对负面信息时的内心感受和想法

为何要敬畏孩子为何要敬畏孩子？？
基于对孩子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信任基于对孩子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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