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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
重平衡的关注与高质量的陪伴

从孩子呱呱坠地起，他们的每一

步成长总能牵绊住父母的心。可是，

当孩子入学后，往日的“母慈子孝”似

乎总能轻易被“鸡飞狗跳”代替，孩子

的学习成效、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等

都能成为“家庭大战”爆发的理由。

关注孩子的一言一行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家长们是否回看过自己的心路

历程：从最初只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关

注，到后来对孩子的行为习惯的刻意

矫正甚至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是

否已经忘记了这一路走来的初心？

关注孩子的学业表现没有问题，

但要注意保持对孩子生命健康和学

业表现关注度的平衡。不看重学业

表现难以激发孩子的内驱力，不利于

孩子将来的长远发展；而只看重学业

表现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不值得

提倡。

除了对孩子生命健康和学业表

现的关注，高质量的陪伴对孩子的成

长也非常重要。说到陪伴，有的家长

可能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可如果

你留心观察，也许会发现许多父母陪

伴孩子时都有玩手机的现象，美其名

曰“陪孩子”，可实际上却在与手机相

伴。

美国儿科学专家珍妮·拉德斯基

曾做过一个观察研究：快餐店中超七

成的父母在进餐时至少使用一次手

机。她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父母

沉溺于手机可能影响亲子关系。我

国儿科专家钱幼琼教授也曾接诊过

许多听力、智力等指标都显示正常却

不能开口说话的孩子，究其原因无不

是在陪伴孩子时只顾玩手机而不与

孩子对话交流的父母给予孩子的语

言刺激太少了。此外，父母这种低质

量的陪伴无异于一种心理上的冷暴

力行为，可能造成孩子走入“我没有

手机重要”的心理暗示怪圈。单纯呆

在一起，但不去关注孩子，并不是真

正地陪伴。真正让孩子开心的陪伴，

是父母在身旁认真倾听他们天马行

空的想法，认真地陪他们玩那些在成

人看来简单无聊的游戏。

细心
重细节的观察与有技巧的沟通

随着孩子不断长大，父母需要操

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一般来说，孩

子在2—3岁、7—9岁，以及12—15岁

时会经历逆反期，即从婴儿期到幼儿

期、幼儿期到少年期以及青春期的逆

反。处于逆反期的孩子似乎突然变

得不听话了，总喜欢和父母对着干。

有的家长也喜欢用是否“听话”来评

价孩子的好坏，殊不知作为一个独立

自主意识在逐步成熟发展中的人，孩

子的逆反其实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做的不是严厉呵

止孩子的“不听话”行为，而是在保证

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只要不是原则性

的错误都可以抓大放小，从旁细致地

观察，让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然后再

适时地介入，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孩子

不配合、不理解、不懂事。

细致地观察、适时地介入之后，

如何正确地表达对孩子的关心，也是

一门技术活。有的父母可能会用“别

人家的孩子”来给自家孩子树立榜

样，但在孩子听来，这很可能就是父

母唠叨、嫌弃自己表现不佳。

除了同龄人取得的成绩给孩子

带来的压力外，“同辈压力”还表现在

同龄人圈子中存在的价值观或行为

的被迫趋同，这也是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不可避免遇到的压力源之一，尤其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要融入一个

朋友圈子就不得不“合群”。此时，家

长不宜过度地指责孩子的朋友，而应

摆正自己的心态，允许孩子有私人的

空间。可以通过一些历史故事、寓言

或平等的对话交流和孩子谈心，切忌

没有实质内容的说教或强行管教。

有时候，父母一个赞许的眼神、一只

轻拍孩子肩膀的手或者一次简单的

拥抱都可能胜过千言万语，带给孩子

力量。

亲子交流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互

动，更有精神的交融。许多家长会询

问孩子是否吃饱穿暖、学习和生活是

否如意。这些交流是构成我们生活

的重要一环，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

如果我们的亲子沟通都流于浅表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父母的崇拜

感会逐步降低，接受父母合理建议的

意愿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前几年风靡一时的中国风动画

短片《包宝宝》就讲述了一个亲子沟

通出问题的故事：一位母亲从不问孩

子想要什么，只按自己的意愿给孩子

提供自认为最好的东西，最后却将孩

子越推越远。影片最后当然是有一

个互相理解的大团圆结局，可是在现

实生活中，又有多少父母打着“为你

好”的旗号忽视了孩子内心深处的想

法而不自知呢？家长们也可以反思

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深入讨

论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了？作为父

母，是否熟知孩子喜欢的球星、学习

上遇到的瓶颈、处理人际关系时遇到

的挫折等等？作为父母，是否与孩子

时常产生同悲同喜的情感共鸣？孩

子愿意和父母做有深度的沟通，是建

立在父母愿意平等真诚地与之交心

的基础上的。

耐心
会等待的智慧与不放弃的坚持

网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做父

母，是一场心胸和智慧的远行。”家庭

教育中太需要“静待花开”的智慧了，

“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家庭教育中

同样适用。如果把孩子比喻成一颗

种子，他们的成长都是有各自的周期

的：有的如早绽的迎春花，有的如晚

开的腊梅，有的甚至不会轻易开花结

果，因为这是一颗注定成长为参天大

树的种子。

然而，“静待花开”并不等于放任

自流，而是更强调父母默默耕耘的努

力。父母可能看到的是别人家的孩

子能言善道，文笔一流，看不到的则

是别人家的父母坚持从小就跟孩子

一起开展亲子阅读，带孩子参加各种

体验生活的活动；父母可能看到的是

别人家的孩子身强体壮，精力充沛，

看不到的则是别人家的父母坚持从

小就带孩子跑步、游泳、打球、徒步、

爬山……如果家长不能做到像别人

家的父母那样，凭什么要求自己的孩

子要像别人家的孩子？有默默耕耘

的耐心，才有且听风吟、静待花开的

底气。

在家庭教育里，家长还应将持之

以恒的信念刻进心里。对于自控能

力相对薄弱的孩子来说，家长适时地

督促是对孩子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

不允许孩子试错。“童话大王”郑渊洁

从22岁时（1977年）开始尝试文学创

作，直到1979年9月在《儿童文学》杂

志上发表了《黑黑在诚实岛》，才最终

走上了童话写作之路。而在这之前，

他已经尝试写过各种文体。试想一

下，如果没有坚持不懈地尝试和努

力，他如何能取得一个人写一本杂志

30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等成就呢？

同理，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学

会识别孩子是因为兴趣还是态度产

生不能坚持下去的情况，如果是学习

项目不适合孩子，可以适度地允许孩

子重新选择，如果是孩子自身毅力不

足，则应通过适当降低难度、让孩子

体验成就感等方式帮助孩子度过学

习的倦怠期。

有人说：“我钦佩一种父母，他们

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强烈的亲密，又在

孩子长大后学会得体地退出，照顾和

分离都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

的任务。”如果把家庭教育比喻成一

所学校，那么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老

师。陶行知曾诫勉老师们：“你的教

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

的讥笑里有爱迪生。”这句话对于各

位“启蒙老师”而言同样成立。孩子

们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没有千篇一

律的人生。父母有爱孩子的本能，但

不能成为“无证上岗”的启蒙老师，不

能停止学习和接受好的教育理念，不

能忽视爱孩子的方式和技巧，不能忽

视在家庭教育中的用“心”。

家庭教育是一段用“心”的旅程，

2022 年，正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家长们如

何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指明了方

向。只有不断审视自己在家庭教育

中的用“心”，做学习型的父母，家

长们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

不断促进自己和孩子共同进步，更

好地成长。

很多孩子在小学时，学习情况相对

稳定，家长也比较轻松。上了初中之

后，随着学习难度的提升，一些孩子做

作业时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

比较常见的就是 出现畏难情绪。比如

做数学题时，遇到文字多的，不想阅

读；遇到图形复杂的，不愿意梳理；遇

到没有见过的题型，不愿意尝试……这

些都是畏难情绪的表现。如果畏难情绪

长期不加以解决，就容易养成遇到困难

就放弃的习惯，形成习得性无助，这对

孩子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那么，这样

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家长们可以从

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帮助孩子克服为难

情绪。

理性看待，畏难是生命的本能。
当孩子出现畏难情绪时，家长先要

摆正心态。对于困难的恐惧是一个人

的正常心理，不仅是孩子有畏难情绪，

成年人面对一个比较棘手的任务时也

会慌张。回想一下，你曾经面对棘手工

作时的拖延。所以，孩子出现这种情况

时，不要去责备他，更不要评价孩子的

品质，比如说他懒惰、不爱思考等等。

而是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和他一起面对

困难，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给予勇气，失败没那么可怕。
孩子出现畏难情绪，大多是觉得自

己不会，害怕自己做错了被老师说，被

家长骂。所以，当孩子做错时家长的态

度尤为重要。你要让孩子感受到，不管

能否成功，你都依然爱他，这种无条件

的爱，可以给予孩子充分的安全感，孩

子才能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与此同时，

家长也可以和孩子分享一些自己曾经

面对困难的经历，比如工作上遇到的棘

手任务、生活上遇到的困难等等，引起

孩子的共情，给予孩子尝试的勇气。最

后，明确地告诉孩子，当我们痛苦时，不

要在痛苦中迷失自己，否则第二支、第

三支痛苦的箭就会接踵而至。因为逃

避解决不了问题，至少自己要试一试，

即使失败了也得知道自己失败在哪个

环节，从而在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才

能更好地解决。

拆解问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心态摆正之后，还是要和孩子一起

解决问题。人的害怕大多来自于自己

的不确定性，不会做一个题，没有方

向。当孩子面对一个不知从哪里下手

的问题时，不妨先教孩子将问题拆解。

以做数学题为例，很多孩子题都没有看

懂，越做脑子越乱，也就不想继续。所

以，若是题读不懂，那就一句话一句话

地多看几遍，找到是哪一句没有看懂；

若是图形复杂，那就自己跟随题目一步

一步画图，感受图形的生成过程；若是

找不到方向，可以从终极目标倒推，需

要解决哪些小问题，你可以解决哪些小

问题。这样一步一步地将问题拆解，最

终问题不一定能够全部解决，但至少尽

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个过程中，孩子

突破了自己。

循序渐进，遵循学习最近发展区。
问题的难度系数也很重要。适当的

挑战可以激起孩子的欲望，题目的设定

应该符合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给孩子安排合理、跳一跳就能达到的目

标，这样，孩子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会非常

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不断产生动

力，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喜欢上这种挑战

困难的感觉。所以，很多数学学得好的

孩子，特别喜欢去挑战一些难题，因为他

们享受那种完成挑战之后的成就感。

当孩子出现畏难情绪时，不要焦

虑，更不要责备，先给予孩子充分的勇

气，再一起找寻具体的方法，最后帮助

孩子克服困难。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常

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做些傻傻

的游戏：偷偷留下一粒蚕豆，

或是花生，埋在家门口的某个

地方，比如一棵小树下，还认

真地用饭碗浇了水。第二天，

便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粒种子

有没有发芽，忍不住扒开泥土

看，一切如初，又失望地用泥

土覆盖上。就这样，接连重复

了许多天。直到有一天，我们

又对新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早

已忘了那粒种子，而那粒种

子，已经有芽悄悄地钻出了泥

土，绽放出了枝叶，或者，因

为缺少管理，已成为某些虫子

的美食，或已被家里的鸡糟蹋

得惨不忍睹。

我是在与几个孩子的父母

交流后，联想到小时候做的这

件趣事的。有些家长渴望看到

孩子进步，心情过于急切。可

他们却忘了，种子发芽，是有一

个过程的，需要吸收足够的阳

光雨露，需要用充足的时间去

耐心等待。大多数人知道这样

的道理，却缺少足够的耐心。

今天埋下种子，明天就想看到

嫩嫩的新芽，甚至想看到开花

结果。天下哪有这么简单容易

的事。语文学习，需要锲而不

舍的知识积累，那是一个长期

的习惯养成过程；需要反反复

复的思维训练，只有一次次地

调整引导了，心智的窗户才会

透进灵感的光亮；需要周而复

始的写作实践，一口吃不成胖

子，一锹挖不出水井，这个世界

上或许有所谓的天才，但最初，

天才肯定都是一粒迟迟不愿发

芽的普通种子，是经过千万遍

打磨才闪闪发光的。

我也是父母，我也曾把自

己的孩子看作是一粒种子。他

们发芽了吗？他们开花挂果了

吗？直到他们工作了、成家了，

我仍不敢确定，仍需要继续期

待。我继续给他们提醒与鼓

励，希望他们有更高远的人生

追求目标。我想，我这是在继

续给他们阳光雨露吧，因为，作

为种子、幼苗，他们永远长不成

我期望的那个样子。父母的心

思，常常比天高、比地大。我和

一位小学同学曾经在一起感

慨：人生有一种遗憾，是感觉自

己的孩子智力不及自己。尽管

有这样的遗憾，我们仍不得不

承认，种子终究是要发芽的，小

树迟早要长成大树。而我们，

又终将被新鲜的生命所替代，

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

律、最终结果。

我自己，已经是一粒年老

僵硬的种子，或者已经是一株

被岁月风霜摧残，被各种人工

手段矮化，被自身种种基因束

缚的枯树，但我仍然对自己充

满期待，期待自己发出新芽，冒

出新枝，枯木逢春，再吐芳香。

我期待的鲜枝嫩叶、馥郁芬芳，

是多一些健康、多一些快乐、多

一些人生睿智……期待，实在

是人生的一种常态。这样的常

态 ，还 需 要 有 一 种 理 性 的 心

态。生命，因期待而充满希望，

而多彩多姿。

当孩子出现畏难情绪时…… ■ 雷春桃

期待
■ 张正

“这么小就撒谎，将来还不是个大

骗子！”

“从小就不爱学习，长大你还有什

么出息！”

…………

这样的话我们常常在一些父母训

斥孩子时听到。当孩子犯了错误，或

者哪一点做得不如父母的意，父母就

会拿“将来”来教育孩子，其实是用

“将来”来吓唬孩子。为什么孩子犯

一点错误，许多父母就会立即想到孩

子将来是什么样子？究其原因，是因

为一种“提前焦虑”的心理作祟。孩

子未经父母允许拿了父母几块钱，父

母马上想到的是：将来孩子成了小偷

怎么办？会被人看不起，处处防备，

甚至进监狱……就因为一次错误就对

孩子的前途展开了一个暗淡无光的联

想。其实，这常常是父母在自己吓自

己。

许多家长都存在这样的焦虑心

理，比如孩子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东

西，家长就会想：唉呀，孩子这样自

私，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混；孩子做错

事怕挨揍，撒了一个小谎，家长就会

想：唉呀，孩子现在就这样，将来不

定做出什么样的坏事……就是这种心

理，日常被冠以“望子成龙”的美

誉，为自己粗暴地处理事情找了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教训孩子，

是为孩子将来好。

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当然要对其

进行教育。但是孩子只是孩子，父母

应以事论事，不能因孩子现在犯了一

点小错误，就说孩子将来怎么不行。

因孩子的现状而否定孩子的将来，这

对孩子来说是打击，更是伤害。我的

朋友有个孩子，叫诚诚。诚诚小时候

是个开朗活泼的孩子，可现在却变成

了性格内向、遇事无主见、胆小怕事的

人。都 20 岁了，还不敢自己一个人去

商场买东西，这都是因为诚诚小时候

一犯点小错误，朋友就训斥他，诸如

“你现在这样，将来没什么本事”之类

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在这种环境下

成长的诚诚，渐渐地变得内向、懦弱、

自卑了。孩子是需要鼓励的，而父母

否定孩子将来的话很容易使孩子变得

不自信。父母对孩子的肯定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连父母都认为“孩子不行”，

那么谁给孩子自信呢？

成年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

误，何况是未成年的孩子呢？叶圣陶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犯错误很正

常，不犯倒不正常了。”现在犯点错误，

未来就没希望了吗？爱因斯坦小时候

被老师称为“笨孩子”，后来还不是成

了伟大的科学家。做父母的，不能因

为孩子现在犯一些小错误，就联系到

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杞人忧天般

地为孩子的未来担心、焦急，从而训斥

甚至殴打孩子，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

题，反而会伤害孩子。久而久之，孩子

会变得懦弱、自卑、对未来不抱希望。

到那时，父母才会更加焦急，悔之晚

矣。

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希望父母能

少一些苛刻，多一些理解，多一分鼓

励，千万不要因“提前焦虑症”伤害了

孩子，毁了孩子的明天。

别让“提前焦虑”毁了孩子的明天
■ 孙海鸥

架起家庭教育的“心桥”
■ 四川省新津中学 刘静

曾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孩子和父母其实是同龄的，父母都是从孩子出生

才开始学做父母，哪怕是现在的非独生子女家庭，每个孩子的性格大概率是不

一样的，对于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会有所差别。

很多父母舍得花时间和精力送孩子去学各种才艺，但鲜有听说父母主动走

进学校学习如何做父母。而那些关于成功培养孩子的经验的书籍，又无法完全

一比一复刻到自家孩子身上，有的甚至更像是贩卖焦虑和成功学的商业密码。

从这个意义来说，做父母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也是需要

并值得用“心”琢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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