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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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引

导出来，帮助他成长为自己的样

子。”潘瑞英说，在家庭教育规划

中，父母要做的是建立一个陈列

架，让孩子在上面充分展示自己的

作品。每个孩子都是生而不同的，

他们不应只在某几个模具中成

长。家长应看到孩子的喜好，培养

孩子的兴趣，发掘孩子的天赋与潜

力，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认识生活，

并允许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

发生联系。“让孩子如其所是地成

长，而非如期所是地成长。如果孩

子是一株花的种子，就给他雨露滋

养；如果孩子是一棵树，就为他修

枝施肥。让花开放，让树成长。”潘

瑞英说。

让孩子如其所是地成长，并不

等于甩手不管，任其“野蛮生长”。

画竹者必先得成竹于胸，只有把握

好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才能适时

引导、事半功倍。每个人都会经历

一个“基本社会化”的过程，从情感

培养、性格教养、能力养成到最后

的自我修养。

潘瑞英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埃

里克森的人格发展 8阶段理论，针

对学前期（3-6 岁）、学龄期（6-12
岁）、青春期（12-18岁）的孩子给出

了她的家庭教育规划建议：

“学前期”，顾名思义是学习前

的时期，家长主要是与孩子共同游

戏。潘瑞英说，孩子此时的心理发

展特点并不适合学习科学知识，不

必进行过度早教。学前期的培养

目标是快乐儿童，让孩子养成良好

的习惯，增强自理能力，家长应多

陪伴孩子，建立好的依恋关系。给

孩子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用美好

的童年治愈孩子的一生。

学龄期，孩子进入小学，此时

的培养目标是阳光少年。少教多

学，引导孩子爱学习、会学习，培养

孩子的兴趣，增强其合作交流能

力。

进入青春期，培养目标则是

活力青少年与有志青年。这个阶

段是从孩子到成人的过渡时期，

孩子会格外关注自我，逐渐建立

身份认同，力图确定“我是谁”

“我将成为谁”。自我意识的增强

往往表现为“逆反”行为，家长

首先需要接纳“突然变得不听话

的孩子”，其次要理解孩子行为的

真正目的，给予他们尊重与引

导，促进孩子的自主性发展。与

青春期孩子建立好关系，家长需

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与切实的关

心，给孩子安全感、培养信任

感，找到共同语言。

一个好的家庭精神面貌、良

性的家庭传承模式离不开父母的

自我修炼，潘瑞英还给家长们提

出了5大建议：保持学习、自我觉

察、教练技术、管理情绪与滋养

孩子。只有不断学习与反思，才

能有所进步，与孩子有话说，做

孩子的榜样。对于如何做“教练

型”父母，潘瑞英说：“不要总是

盯着孩子的问题，如果你手里拿

着铁锤，就会看到哪里都是钉

子，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更有意义

的地方。”“教练型”父母能够做

到深层次地聆听与强有力地发

问，把思考空间留给孩子，引导

他们面向未来、积极行动。值得

注意的是，所做的这份家庭教育

规划或许不是白纸黑字写定的，

却一定是父母与孩子共同完成

的。“看到、想到、做到，都会帮

助一个家庭整体走向更美好的未

来。”潘瑞英说。

前些天，在县城陪读的朋友前来造

访。他一落座便长吁短叹，抱怨孩子不

听话，问我可有什么好办法。我给他沏

了一杯茶，开始与他聊我陪读的经历。

女儿读高中后，我便成了她最忠实

的听众。

高一上学期第一次月考前，女儿所

在班级进行了一次数学测试，当天便发

布了成绩。女儿不说，我也不问。第二

天吃午饭时，女儿开口了，问我想不想

知道她的数学测试成绩。我笑着点了

点头，于是她便说开了。

女儿说：“老爸，吓死我了。班主任

宣布数学测试成绩前说‘你就是读文

科，数学只考五六十分也是不行的。’我

以为说的是我，但想想应该不会，感觉

比上一次考得要好。试卷发到手时，心

定了，107分。”

“大宝，有进步就是成功，一天一个

小进步，将来必能大进步。”我说。

女儿又说：“班级最高分 150，两次

都是同一个人，好厉害！”

“每个人的发展轨迹不同，只要不

放弃追求，就会一点点向上迈进。”我鼓

励女儿。

“老爸，我觉得你烧菜挺好吃的。

不像妈妈，总喜欢放许多香油。”看看女

儿大口大口地吃着我烧的菜，心中滋

润。

“老爸，上午老师说月考是本周五、

周六。你觉得我行吗？”

“相信自己，细心解题。”

月考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培训通

知，中午不能回家给女儿做饭，便安排

她去同学小邓家。晚上下自习，我到学

校接女儿。女儿很紧张地说：“老爸，英

语练习答案不见了，不知是不是落在小

邓家了。”

我陪她去找同学小邓，小邓很认真

地在自己的书桌里找了一遍，没有。第

二天早上打开手机，看到前一天晚上10
点多，小邓妈妈还发来信息说没找到，

足见小邓很负责。

做好午饭，正准备给女儿的班主任

兼英语老师打电话，女儿放学回来了，一

进门便说：“老爸，我真糊涂，英语答案就

在资料书后面，与其他答案不一样。”我

说：“大宝，你跟小邓说了没？给人家添

了负担。”女儿回答：“已经说了。”

月考开始了，第一天上午考语文。

女儿回来后，没有像往常那样一进门就

喊“老爸”。我知道她肯定遇到了烦心

事，果然，语文测验没考好。女儿感到

很焦虑：“爸，高中与初中差别怎么这样

大？这个星期我要问问大姐。语文老

师让我多做多练，这个星期我要买本资

料来做做。……”

静静地听女儿说完后，我告诉她：

“这是一次发现问题的机会，找准了症

结就有了针对性，这样会很快得到提

升。……你明天征询一下语文老师的

意见，买什么类型的资料合适。”女儿点

点头。

吃午饭时，女儿说：“老爸，下午又

要考试了，先考英语，后考数学，晚上还

要考物理，真的好‘恐怖’！但愿这次不

再那么惨。……”我对她说：“努力了就

行，只要有收获，就会有信心！”

第二天吃晚饭时，女儿说：“老爸，

这次的英语班级第一名考了 115分，她

说她爸爸大学读的就是英语专业，她三

四岁就开始学了，确实了得。……我若

不是后来改错了，也能考一百分以

上。……”我说：“大宝，进步了就是最

大的成功！”

下晚自习后接女儿回来的路上，女

儿说：“老爸，物理测试卷发了，83分，6
分单位填错，3分少写一个符号，2个选

择都是少选了一个选项。他们太厉害

了，90分以上的有 40多人，还有 3个满

分，我这成绩……”“尽力了就行，你不

比别人差，有问题要解决，首先要勇于

担当，要承认自身不足，慢慢来！”我说。

成功总是眷顾永不言弃的人，我希

望女儿稳步前行，不要错过沿途的风

景，不要丢掉了快乐和自由。

就这样，我成为女儿最忠实的听

众，女儿也乐意与我交流。时间过得

很快，女儿上高中以来的第三次月

考，午饭时她对我说：“老爸，我还是

觉得学习效率有问题，每回双休日都

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次如果再考不

好，您就把我揍一顿。”说着说着，声

音还有些哽咽。

“为什么呢？在老爸看来，你已经

很棒了，只是基础比别人弱了一点而

已。再说，成绩还没公布呢，只要比上

次有进步就行。”我赶紧安慰。

“老爸，我再不出成绩真对不起天

天辛苦的您。”女儿说。

说起女儿，虽不及别人家孩子优

秀，但也是值得我骄傲的。“大宝，不要

想太多。考完就放一边，老想着这不

对、那不行，多折磨人呀。”“老爸，我一

定会努力的。”

看着女儿吃得香香的，我顿觉轻

松。

说到这里，朋友似有所悟，起身告

辞。望着朋友远去的背影，我也给已经

上了大学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

聆听，是最好的陪伴
■ 施训洋

制定制定““家庭教育规家庭教育规划划””
助孩子找到最优成长路径助孩子找到最优成长路径

《战国策》有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好的家庭

教育规划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状态和人生走向。如何看待“双减”以来的教育新形势，如何行之有效地

为孩子成长做科学规划？近日，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课程讲师、国家高级教育规划师潘瑞英和家长

们分享了如何做好“家庭教育规划”，与孩子一同遇见美好未来。

■ 记者 马晓冰

“健康活到100岁、每天都过得很快

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成为某一领域

的专家。……如果可以选择，你希望孩

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潘瑞英给出了

一个“愿望清单”，邀请家长们选择自己

憧憬中孩子的未来。看到家长们各种

各样的美好期望，潘瑞英颇有感触：“我

是一个初一孩子的妈妈，所以也有和家

长们同样的深切感受，”但她也提醒家

长们，“自孩子出生起，我们作为家长就

为他们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但其中唯

一不可能的是，让他们完全按照我们的

标准去成长。”愿望是家长们设想中的，

而孩子的未来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孩子的未来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按

照家长的希望去呈现，但有没有什么方

法可以帮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呢？潘瑞英给出了她的答案——通过

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的家庭教育规划，

发现孩子的天赋，挖掘孩子的潜能，点

亮孩子的未来。

每个孩子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到

长成翩翩少年，似乎都遵循着“上学

——考试——升学”的大致相同的轨

迹，在接触世界、接受教育中逐渐成

人。在这样的既定框架中成长，为什么

还需要做家庭教育规划？家庭教育规

划能为孩子的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为具体的规划方法作出指导之前，潘

瑞英对进行家庭教育规划的必要性作

了详细解读。“家庭教育规划并非一个

新近提出名词，我们必须重视它、实践

它，这既是由改变当下教育现状的迫切

需要决定的，也是教育新政策、新变化

要求的。”潘瑞英说。

“曾有一项针对北大新生做的调查

显示，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其中有30.4%
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

义，还有 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

义，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

已。……”潘瑞英引用北京大学副教

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副主任徐凯文对“空心病”的阐述，指出

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物质生活极大

丰富，精神世界急需支柱。青少年抑郁

发病率逐年增加，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

孩子的人生轨迹是别人划定的，大部分

的努力是为了迎合标准，所以，他们会

感到辛苦、疲惫，没有可以真正支撑自

己生命的意义感与价值感。

看到问题的下一步是解决问题。

“从‘双减’政策的出台，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施行，再

到‘3+1+2’的高考新模式的实行，这些

新政策、新变化可谓是打了一套教育的

组合拳。”潘瑞英指出，做出这些调整与

改变是为了在理念、时间、资源上整合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让各个主体

在教育领域各归其位、各尽其责。教育

标准是一致的，不盲目追求孩子考高分

的能力，而是从不同的空间和领域关注

孩子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生活实践经

验的积累以及劳动创造的兴趣和能力，

追求身心健康、能力多元，培养出完整

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在教育主阵地回归学校的同时，发

挥家庭教育灵活性、生活性、启蒙性的

独特优势，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奠基。潘

瑞英认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在于“给予

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智慧”，即建构个

体灵魂的雏形或树立个体生活的最初

立场。它不但使个体认识到“我是什

么”、如何认识和对待“我之外的一切”，

而且培养个体完善的心灵。在“我是

谁？我要成为谁？”的不断追问与探索

中，人才能找到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

的价值观，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2022年是四川新高考改革元年，一

系列的改变既充满着机遇，也带来了挑

战。潘瑞英介绍道：“本科录取参考学

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高考指挥棒’将完

全指向全面素质教育。多元评价带来

了决策路径的多样化，孩子选择的自主

性增加。”同时，更多选择也意味着更难

选择，全面素质教育既要求瞻前顾后，

又需要恰如其分，如果失去了对孩子的

学涯、生涯教育规划，会很容易偏离方

向。因此，潘瑞英指出，凡事预则立，不

预则废，教育亦然。孩子的成长只有一

次，要尽早指引孩子选择符合社会发

展、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用教育

规划为孩子量身设计一套成长算法。

教育新形势下教育新形势下，，孩子的成长需要规划孩子的成长需要规划 知易行难知易行难，，家长需与孩子共同进步家长需与孩子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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