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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

李
玲

下班“鸡娃”还不如上班工作，

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受。作

为老师，也是家长，我很理解家长们

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家长们可曾

想过，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是不是

先要从家长自身找一找？

假期里，学习了维尼老师的《顺

应心理，孩子更合作——和孩子一

同幸福成长的心理魔法》，颇有感

触，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早

几年读到这本书，也许对自己养育

孩子，对自己的教育教学有很好的

指导意义，不过“亡羊补牢，犹未晚

也”。

书里说，育儿不是简单的事情，

它考量的是父母的心理、智慧。很

多人也许在职场上很成功，但是在

家里却动辄发火，打骂孩子，心态不

平和，育儿方法简单、粗暴、生硬、不

灵活，缺乏智慧。家庭教育就是一

场“修行”，看起来是为了教育孩子，

实则需要提升的是家长自己。

那么，如何和孩子一同幸福成

长呢？

人本主义相信孩子有自我成长

的力量，提倡接纳、共情。对于孩

子的问题，愤慨、问责、追责、指

责，会让家长和孩子心不静，难以

理性，孩子也不愿意合作；而先理

解孩子，从而能接纳孩子，大家都

静下来，然后想办法帮助孩子解决

问题。“接纳”孩子，看似简单，

却非常重要。

理解孩子，更容易接纳孩子。

孩子的有些错误其实是很正常的体

验过程，孩子犯错不过是人之常情，

有些是有内在原因的，需要家长找

原因、想办法去帮助孩子；有些问题

则可能是家长造成的，需要改变的

是家长。这个时候，家长需要做的

是接纳孩子，去找原因、想办法，而

不是追责、指责孩子。育儿先育己，

育儿是门学问，家长自己也需要成

长。比如，家长需要学习情绪管理、

辅导孩子学习的方法等。

在与孩子相处时，学会“共

情”也显得尤为重要。“共情”指

的是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

解其感受的能力，在与他人交流

时，能进入到对方的精神境界，感

受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地

体验对方的感受，并对对方的感情

做出恰当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

能够理解对方。父母只有理解孩

子，改变认知，才能减少愤怒，要

想读懂孩子，就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看问题。此外，父母还要重视孩

子内心的感受，只有理解了孩子，

才能真正接纳孩子。

行为主义心理学有一个方法：

通过结果影响人的行为。看起来很

简单，但在养育中却能广泛地应

用。借助它，父母可以理解孩子行

为形成的原因，也可以用结果来说

服孩子，还可以用鼓励、批评、奖励

来改善孩子的行为。特别是对于幼

儿，对于倔强、逆反的孩子，讲道理

可能不如让孩子自己体验行为结果

的效果好。

父母不去过多地限制孩子，学

会适当满足孩子的要求。父母好商

量，那么，孩子也会好商量，用平和

的方式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他也就

没有必要发脾气了；青春期孩子的

父母学会给孩子更多的自主、自由

和尊重，那么，孩子就没有必要逆反

了。父母多去鼓励孩子，不惩罚、少

批 评 ，孩 子 也 就 没 有 必 要 撒 谎

了。……

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父母

要善于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人在情

绪失去控制时大都是不理智的。儒

家认为“静能生慧”，可见，教育孩

子，心静多么重要。如果父母能经

常反省自己，放下执著，多理解孩

子，改变自己的认知，就会慢慢变得

平和。心静了，父母本身具有的智

慧也会自然显现；情绪调节好了，局

面就不会失控了。

一个亲密的、不逆反的亲子关

系是教育孩子的有效前提。父母学

会用认知疗法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多去考虑孩子的心理感受，顺应孩

子的心理去养育孩子，建立起良好

的亲子关系，孩子对父母有了信任

之后，自然会配合，这时，父母再去

适时适当地教育、引导孩子，才能更

好地助力孩子成长。

作为父母，要多看书，多和有智

慧的父母交流，改变自己的认知，正

确看待孩子的问题，以身作则，给孩

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才能和孩子一

起幸福成长。

家风既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

核，也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个人、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关。“给予家风、家教前所未有的

关注度，正是价值观上急需的纠

偏。”陈雪梅说，习近平总书记曾以

“家”和“冢”为喻，指出：“这两个字

的区别就在于‘点’摆在什么位

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

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

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

庭。”

为什么是纠偏？陈雪梅以

2020年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

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中的数据为支撑，说明家庭的“土

壤”若出了问题，对孩子成长的危

害。报告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

郁检出率为 24.6%，并且随着年级

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接近 4成，

其 中 重 度 抑 郁 的 检 出 率 为

10.9%-12.5%。

“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

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党和国家也给

予了高度重视。”陈雪梅表示，经过

12 年的寒窗苦读，孩子却患上了

抑郁；在高考中千军万马杀出的

“赢家”，却觉得学习没有意义。这

种情况必须改变，也正在改变。孩

子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而是全社

会的，如果一个孩子得到很好的养

育、受到很好的教育，长大后成为

栋梁，就能造福社会，相反，则难以

担当起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的

教育要助力孩子成长，其中，家庭

教育的基础作用凸显。

家庭是孩子价值观形成的最

初环境。小到行为举止、习惯养

成，大到道德底线、思维方式，家庭

提供怎样的土壤，就会培养出怎样

的孩子。根不正,苗必歪，陈雪梅

表示，一个家庭如果只关心孩子的

技能学习、考试分数，培养出的孩

子就会像一个“刷分机器”，除了学

习好，其他什么都不好。等到出现

问题，往往已追悔莫及。

因此，家长要打开格局，传递

给孩子向上成长的力量。“从中华

文化中挖掘力量，在先贤哲思中启

智润心，是形成优良家风的不二之

选。”陈雪梅建议，家长应让孩子从

小接触国学经典，即使孩子年幼时

并不能完全领会其中深意，但随着

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曾经只

是熟读于口的诗文，也会逐渐领会

于心。熟读而精思，进而通达晓

畅，中国哲学智慧能够成为孩子一

生的宝藏。家庭的文化氛围由此

营造，文化自信得到加强，社会整

体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也会提

高。

“谈到家风，很多家长会觉得

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实家风不是

宏观的概念，而是家庭生活中的一

言一行。”陈雪梅说，“对孩子而言，

往往是家长说的已忘记，做的记心

里。”家长的身体力行对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的意义重大。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心理抚

养》一书中指出：“大多数人一生至

少要经历三代家庭：父母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和子女的家庭。所以，

要从自己做起，建立一个良性的家

庭传承模式。”

而建立良性的家庭传承模式，

重在“道德传家”。陈雪梅以“钱氏

家族”为例，说明“德行”是父母最

应传递给孩子的东西。据统计，吴

越钱氏家族自宋朝至清朝，共出过

350个进士。到了近现代，科技界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

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等均是钱氏

后人。《钱氏家训》重道德，轻财富，

把德行看成是人的根本；重读书，

淡名利，子孙即使头脑愚笨，也必

须读书学习；重责任担当，轻个人

私利，谋事力求利在天下、利在万

世。

2021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

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钱氏家训家教》

成为第一个国家级家训非遗项

目。陈雪梅指出：“从‘小我’到‘大

我’，家风家训代代相传，钱氏家族

才经久不衰、人才辈出。”她推荐家

长与孩子一同细读《钱氏家训家

教》，定能有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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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教育回归家庭教育
让好家风滋养孩子成长让好家风滋养孩子成长

■ 记者 马晓冰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重要内容，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
会育人机制是“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
重要方面。可见家庭教育在思想
道德建设、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何在？形成教育合力的关键在
哪？作为家长，有哪些观念需改
变、哪些责任需承担？本期，我们
邀请到四川省教育学会教育人才
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成都市金牛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德育教
研员陈雪梅为大家答疑解惑。

“家庭教育是教育体系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构建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也是新时代教育非常

重要的内容。”陈雪梅用“车与车

轮”的关系为喻，指出在教育孩

子时，多方合力的重要性。“家校

社就像车的轮子，如果各自为

政、各奔一头，车不仅难以向前，

甚至迟早要散架。教育孩子也

是这般。要集结力量，创造良性

循环，共同推着孩子向前走。”

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家庭教

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依托，“三

位一体”地为孩子提供营养，孩

子才能够实现健康地成长、全面

地发展。陈雪梅指出，人的自我

构成有其系统性，身体、情绪、感

觉、心理、认知和精神六个方面

的发展缺一不可。以“说教”的

方式是不足以教好一个孩子的，

要给孩子实践的机会，让他们通

过亲身体验而有所感受，再进一

步去引导孩子思考、帮助孩子总

结，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

育人实效。

其中，学校是孩子们成长的

“训练营”。陈雪梅解释道：“学

校是‘浓缩’的社会。孩子们不

仅在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

时也要与他人沟通交往，处理简

单的人际关系。”在学校这个“训

练营”中，孩子以“学生”的身份

在课堂上学习知识，完成课后作

业。同时在保护校园环境、遵守

学校纪律、维护集体荣誉等行为

中，锻炼了成为一个社会成员的

基本素质。遇到困难或出现问

题时，会有老师及时帮助与引

导，在“训练营”中收获的还有步

入社会的能力与方法。

与之对应，社会则是孩子们

锻炼品质的“实践场”。“有了全

身心地参与，孩子的态度、情感

才会产生变化。”陈雪梅表示，一

方面，要充分利用图书馆、绘本

馆和科技馆等面向孩子开放的

社会资源，让孩子自主地在知识

的海洋里畅游；另一方面，要重

视孩子的社会实践，可以通过社

区平台，参与爱心公益、职业体

验、环境保护等有益活动，这样，

孩子的成长便不是与社会割裂

的，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

当孩子受挫、犹豫、害怕时，

家庭应成为他们的“加油站”。

“家庭能给孩子最强有力的支

持，也能给孩子最严重的打击。”

陈雪梅将两种不同的家长做法

做了分类讨论：“你怎么这么傻

呀？”“欠打是不是？”“这么简单，

怎么总是做不好！”……家长的

埋怨、贬低、一昧地惩罚，会极大

地损伤孩子的自信心，积累负面

情绪，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在

孩子受挫后，家长包容孩子的缺

乏经验，鼓励孩子重整旗鼓再去

尝试，孩子会向前走得更远、更

坚定，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一

直在他的身后支持着他，这份信

任也会成为孩子不断挑战自我

的力量。

在落实家长主体责任的同

时，怎样让家庭教育更科学？让

育儿不盲目？学校、教师也需要

担负起指导家长的职责。《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

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

计划，作为教师业务培训的内

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求

教师必须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专

业化能力。陈雪梅指出：“家长

要和老师、学校站在同一立场

上，给予老师信任，以一切为了

孩子为原则。有疑义就提问题，

有困难就求帮助，给孩子压力或

伤害到孩子都是有悖初衷的。”

家庭教育作为人生起点的

教育，家长须为孩子点燃“心

灯”。陈雪梅认为，这盏“心灯”，

可以是孩子想成为的人、想成就

的事业、想追求的理想……“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正是希

望能够支持祖国的下一代健康、

全面地发展。课程在改革、评价

标准在变化，长期以来的教育观

念也需要扭转。我们的教育不

是为了培养第一，而是要帮助每

一个孩子成为唯一。”陈雪梅说。

家庭是土壤家庭是土壤，，给孩子向上成长的力量给孩子向上成长的力量 家校社共育家校社共育，，为孩子点燃为孩子点燃““心灯心灯””

本
版
图
片
均
为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