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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妈妈的你，是否喜欢这样做

呢？给女儿买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橡皮

筋，再配上美丽的蝴蝶结和各式的飘

带，总想把闺女打扮得漂亮点，这似乎

能弥补自己曾经的缺失。

我挺喜欢这样做的，奈何有个不

配合的闺女。

“妈妈，我不要当女生，我要当男

生。”女儿一边噘起小嘴，一边皱着眉

头抗议道。

我依旧挥动着手中的梳子，心中

却不由得愣了一下。我寻思：莫非女

儿想当男生，是觉得我偏爱弟弟？身

在疑云丛中的我开口问道：“宝贝，你

为什么想当男生呢？”

“女生要梳头发，像弟弟那样的男

生就不用梳头发，梳头实在太痛了！”

我瞬间长舒一口气，看来问题没我想

象的那么严重。我呵呵笑出声，安慰

女儿：“可是现在你已经是女生了，妈

妈轻一点梳就不痛了。”

确实，女儿的头发越来越长了，但

她的发质不太好，又细又黄。现在，即

使面对一根根漂亮的头绳和精致的发

饰，我也只好在她的阵阵哀嚎中妥

协。这个 5 岁的小姑娘，发型多为高

马尾，我再也不给她弄那些花里胡哨

的小辫儿了。但现在的她，居然连高

马尾都快接受不了了，还总找借口要

剪寸头。

这天一早，梳头的困难模式又开

启了。一边给她梳头的我，即使背对

她，也能想象出小姑娘那“龇牙咧嘴”

的夸张模样。

“妈妈，我知道我的头发为什么梳

起来这么痛了。”这丫头仿佛顿悟一

般，“因为昨天晚上，有一只蜘蛛爬到

我的头上，它看到小美女的头发实在

太漂亮了，于是就在上面吐了几口口

水，今天早上我的头发就梳不顺了。”

我一听，笑得合不拢嘴，这小家伙的借

口找得着实巧妙。我追问道：“这么漂

亮的头发，蜘蛛怎么舍得吐口水呀？”

“就是啊，我的头发这么漂亮……”女

儿也跟着我生了疑惑。

我借机解释道：“宝贝，是不是蜘

蛛嫌头发脏了，才吐口水的呀？今天

我们必须洗头发了，香香的头发，蜘蛛

才不会吐口水，梳起来才不会痛。”女

儿听了，连连点头。于是当晚，洗头这

个难题迎刃而解。

头发洗完后，我一边给小丫头吹

干，一边开启赞美模式。我先低下头

来，用鼻尖凑近丫头的头发，再深吸一

口气，无比享受般地眯眼赞叹道：“宝

贝，你的头发真香啊！今晚蜘蛛肯定

不会在上面吐口水了。我从来就没闻

到过，哪个小朋友的头发有这么香！”

在我的连连夸赞下，小丫头可乐坏了，

竟忍不住笑出了声：“妈妈，因为我今

晚洗了头的，你也洗洗吧。”我连连应

承，今晚的吹头发项目正式宣告成功。

给女儿收拾完后，我也开始洗漱，

并准备将脏了的鞋子洗一洗。我前脚

提鞋进去，小丫头后脚就跟来了，并大

方地表示：“妈妈，我也要洗自己的鞋。”

于是，孩子提上她最爱的那双粉色运动

鞋跃跃欲试。我知道，机会来了！

对于孩子想要尝试劳动的想法，

我一般不拒绝，因为这是教她成长的

绝佳机会。做家长的我们，千万不要

以“你不会做”或“等你长大点再学”为

理由，打击了孩子的积极性。孩子的

潜力是无限的，实践可以帮助他们快

速掌握技能，从而提升各方面的素

质。孩子的优秀品质，也绝不是在某

天的某个瞬间凭空生成的，它需要家

长的发现和挖掘，还要善于抓住契机，

这样常常可以事半功倍。

我一见女儿主动申请劳动，立马

答应下来，并迅速给她挪出一个位

置。小家伙学着我的样子开始洗起鞋

子。以往的她洗过袜子和内裤，也帮

着洗过碗，但独立洗鞋这还是头一

次。只见她先把鞋子泡湿，用刷子认

真地刷掉鞋底及鞋身的泥土，再抹上

肥皂，在鞋身上来回仔细地刷，这双粉

色运动鞋瞬间被白白的泡沫包围住

了。看着这一幕，我悄悄地会心一

笑。很快，我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

女儿依旧在埋头苦干，想要继续“精雕

细琢”。虽然在我眼里，这双鞋已经洗

得够干净了，但我却并未阻拦她。孩

子在追求她眼中的完美，我有什么理

由去搞破坏呢？

于是我先上床，随手拿起一本《教

师博览》静静地读起来。“唰唰唰”！卫

生间里传出阵阵有节奏的声音。我知

道，女儿此时一定蹲在地上，弓着腰，

小手用力地创造着她想要的成果。第

二天一早，阳台上那双干净的粉色运

动鞋，竟让我有些自愧不如。我不禁

感叹，蜘蛛在头发上吐了口水后，还去

给粉色运动鞋买了件新衣裳。

信任，从平视
孩子开始

曾有一本家庭教育杂志从孩

子那儿收集了父母的“十宗罪”：

拿我和别的孩子比较；啰嗦、唠

叨；随意侵犯隐私；忽视我的需

求；父母吵架或者是冷暴力……

在这十种行为里面，林淼臻和自

己的小伙伴们最不喜欢的是父母

的啰嗦和唠叨。“我们是可以自觉

去做好很多事情的，但家长非要

反复把这些事情说一遍、说两遍，

这会造成我们的反感。”林淼臻

说，家长啰嗦和唠叨的根源是亲

子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家长对

孩子不信任。

而信任孩子，是林淼臻的妈

妈何萍在家庭教育中特别重视的

一环。何萍认为，信任孩子的第

一步，是做到平视孩子，把孩子看

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

不是家长高高在上地指点孩子。

在林淼臻的家庭，有一个颇

有仪式感的活动——家庭圆桌会

议。何萍说，每当家里遇到需要

讨论的事情时，就会举行一场“圆

桌会议”，成员不光有大人，还有

刚刚上初中的淼臻。每个与会成

员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都有表决权。

“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

孩子深度参与家庭决策的过程，

培养她独立思考的能力。”何萍

说。那么，淼臻的“表决”是否同

大人一样有分量？何萍讲述了家

中由淼臻“做主”的一件大事。

有一次，父母同淼臻商量，他

们决定把姥姥的旧房子卖掉，让

姥姥搬到离他们更近的新房子里

去。平日里大大咧咧的淼臻一反

常态地投出了“反对票”。原来，

淼臻是由姥姥带大的，姥姥的旧

房子是她长大的地方，那座旧房

子于她而言充满了成长的回忆。

全家在反复讨论后，最终决定留

着这处旧宅，也留住淼臻的童年

回忆。

但平视不是听之任之，想要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既有主见，

值得信任，又不至于过度任性，这

就需要家长在教育的启蒙阶段为

孩子树立规则意识。

在林淼臻上小学一到三年级

时，何萍着重培养了她的规则意

识。这一阶段，淼臻每天的学习

和生活都会由父母为她制定一个

任务表，几点写作业、几点娱乐、

娱乐可以有哪些形式……这些都

需要在大致确定的时间段进行。

何萍工作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

孩子共同把每天的计划完成。“那

段时间，我的工作正处在上升期，

为了不影响工作，又能参与到孩

子规则意识的养成中，我常常在

下班回家辅导完她的功课后再去

单位加班。”何萍说。

规矩的养成并非仅仅停留在

学习层面和上学期间，在寒暑假

里，淼臻的学习任务相对轻松的

时候，她的日程表中就会增添一

些去博物馆、科技馆之类的内

容。“要为孩子安排一些他们喜欢

的、有益的娱乐活动，这样他们才

能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关怀是全

方位的，而不是只在意学习成

绩。”何萍说。

用沟通搭起信
任桥梁

“信任”的种子种下了，怎么

才能让“信任”的树苗茁壮成长？

林淼臻和妈妈共同的答案是“沟

通”。

小学一到三年级，淼臻的日

程安排是由父母协助她制订的，

这段时间内，她一直乖巧地按照

父母指定的内容执行，但升入四

年级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到了

四年级，淼臻有了自己的想法，有

一次，她主动向父母提出，“我想

自己制订计划，制订好以后你们

再看看可行性，好吗？”

何萍听了女儿的想法，意识

到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逐渐形

成，是时候多听听孩子的意见，了

解她想要什么，而不是为她做好

安排了。“我们从来不会要求她去

参加某种兴趣班，学习什么技能，

而是看她喜欢什么，再让她去参

加自己喜欢的活动。”何萍介绍，

淼臻热爱运动，而她和孩子爸爸

则对运动兴趣平平，但这并不影

响他们支持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在征得父母同意后，淼臻常

常去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在校运

动会上，她参加的三个项目都取

得了理想的名次。

后来，淼臻还向父母提出了

想要学习长笛的请求。何萍和丈

夫非常支持她的选择，但也提醒

她：“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要好好

坚持，不要浅尝辄止。”

和孩子有效的沟通不仅要停

留在“有事说事”的层面，还应该

在平日里多听听孩子的声音，了

解孩子和孩子所在年龄段的动

态。

平日里，何萍和淼臻既是母

女，更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姐

妹”。有一次，淼臻主动询问妈

妈，“有男生追求我，还给我写纸

条该怎么办？”

何萍并未将女儿的“感情生

活”视作洪水猛兽，而是进一步和

女儿交流：“那你喜欢他吗？如果

你不想接受他的好意，你要礼貌

地告诉他，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

也不能肆意接受别人的好意或馈

赠。”在何萍眼里，青春期的悸动

是人之常情，作为母亲，引导孩子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青春期的悸动

是关键。

正是因为何萍和女儿“知无

不言”地有效沟通，当别的孩子还

要藏着掖着自己“初恋的那件小

事”时，淼臻却可以大声地说：“我

妈都知道，她还给我支招呢。”

“信任和尊重
给予我力量”

“在我家，父母把选择的权利

交给我，给了我信任的力量。”林

淼臻说。

在亚洲教育论坛家庭教育分

论坛上，当被问到，“假如你觉得

明天的课太烦了，不想去上学，爸

爸妈妈一般会有什么反应？”时，

林淼臻回答：“我的爸爸妈妈很信

任我，如果我不想去上学，他们会

先安慰我，然后跟我沟通，了解事

情的原委，再给予我解决这个问

题的方案。这在我看来是比较舒

服的一个相处模式，我会觉得这

个家庭是值得依靠的。”

信任的力量即是如此，润物

细无声。孩子在充满信任和尊重

的环境下，能更好地成长为具有

自信心和自驱力的人。

何萍说，女儿在论坛上铿锵有

力而富有逻辑的回答和表现，让她

眼前一亮。“面对这么多人公开发

言，换作是我，也会非常害羞和紧

张，但女儿却能落落大方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让我刮目相看。”

当时，淼臻在得知自己要上

台分享发言时，丝毫没有面露难

色，何萍问她：“你会紧张吗？”淼

臻告诉妈妈，自己在学校受到过

很多类似的锻炼，让妈妈相信她，

何萍便没有过多干预。在淼臻看

来，妈妈的不干预是一种信任，自

己站在台上也没有了心理包袱。

在林淼臻的成长过程中，也

曾遇到过困难和压力，当她自己

无法消化时，她会选择同父母交

流，从父母那里汲取力量。

淼臻讲述自己上小学五年级

时的一段经历。有一段时间，她

的学习和生活状态都非常不好。

“可能我当时正处在青春期，情绪

不稳定。”淼臻说。父母很快注意

到了她的“异常”，他们选择坐下

来，陪她好好聊天。“我爸妈看出

来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对，但他们

完全没有指责我，而是比以往更

频繁地和我像朋友一样闲聊，谈

天说地，了解我的心理动态。”淼

臻说。

有时在闲谈的过程中，淼臻

和父母也会有观点碰撞，这个时

候，父母会选择倾听和接受女儿

与他们不一样的观点，尝试站在

青少年的立场去替她思考问题。

尊重和信任是林淼臻父母教育孩

子时最重要的原则。

“那段时间，我遇到烦心事都

会和父母聊天，最后不仅调整了

自己的状态，爸爸妈妈，甚至姥姥

也在那段时间里更能理解我的想

法，更注意对待我的态度以及调

整了与我的相处方式。能在这样

一个家庭成长，我觉得很幸运。”

林淼臻说。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宝妈

晒了给儿子准备的开学礼物，有风

筝、有滑雪装备，还有一只小奶猫，

另外还有好几盒乐高玩具。

这位宝妈说，乐高玩具和风筝

是儿子用自己的压岁钱从网上买

的，小奶猫则是儿子收养的流浪

猫，只有滑雪装备，是丈夫出钱给

孩子买的。

跟宝妈聊了聊，她告诉我，

春节期间，他们一家回丈夫的东

北老家过年，丈夫领儿子去滑雪

场滑了一次雪，儿子便喜欢上了

滑雪，他们一家人还没从东北返

程时，丈夫便已经悄悄从网上购

买了滑雪装备，快递回了奶奶

家，想等儿子开学时，给他一个

惊喜。

每年春季开学时，这位宝妈都

会让儿子列一个新学期的家庭计

划，这个计划与学习无关，只和放

学后的业余活动有关，所有丰富生

活的吃喝玩乐，只要是有意义的，

父母都会满足他，费用则从儿子的

压岁钱里支出。

今年儿子上三年级了，列计划

也不用父母帮忙了，他的计划表

上，早已把每周的休息日都排满

了。

儿子去年的计划里就有养猫

计划，宝妈没同意，因为她觉得

儿子的执行力还不够，还不可能

当一名合格的“铲屎官”。因为养

一只猫需要照顾它的吃喝拉撒，生

病了要带它去宠物医院看病，花钱

是其一，主要还需要有责任心。

儿子当时有些不高兴，宝妈说

先考验他一年，考察合格了，他便

可以养猫。过去的一年，儿子自己

洗内衣和袜子，还学会了自己煮方

便面，休息日还主动承担了扫地和

洗碗的活儿，而且坚持做了一年，

表现良好。今年，宝妈和丈夫双双

同意儿子养猫。

他们通过小动物救助协会，

领养了一只流浪猫，因为之前宝

妈便和儿子一起做了养猫“攻

略”，在网上浏览了很多猫博主的

视频，“云”养了一年的猫，这只

小猫到家后，儿子俨然一副“老

铲屎官”的姿态，他还打算训练

小猫自己用抽水马桶上厕所，他

说，这样可以节约猫砂钱，还可

以让家里空气清新。

宝妈说，她早就跟儿子说好

了，日后小猫的日常费用，都从儿

子压岁钱里支出，儿子为了省钱，

在网上看了很多如何教小猫用马

桶的视频，还网购了猫咪如厕训练

器。

我问宝妈，新学期开始了，

就没对儿子的学习提出要求吗？

宝妈回答，现在的孩子，很多从

幼儿园就开始“卷”了，上了小

学后，老师也会督促他们学习的

事情，他们耳朵里关于学习的事

情听得够多了。作为家长，她暗

中观察过，儿子是个听话的孩

子，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尽

力就好了，家长不能在家再给孩

子念学习的“紧箍咒”。

家长需要做的就是负责好孩

子的后勤工作，让孩子身心健康发

展，培养孩子热爱生活，乐观向上

的性格。

如今，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先

让孩子充实课余生活，对春天充满

期盼和向往，心情如沐春风，由衷

地热爱生活，孩子才能带着轻松的

心态坐在教室里学习。

成
长
，在
善
于
发
现
的
瞬
间

■

罗
庆
兰

新学期的新学期的““玩玩””计划计划
■ 马海霞

林淼臻林淼臻：：信任是父母给我最好的礼物信任是父母给我最好的礼物
■ 本报记者 张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孩子们期望的父母画像是什么

样？孩子们最不喜欢的父母行为又

是什么？什么样的亲子相处模式可

以给孩子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去年底，在亚洲教育论坛家庭教

育分论坛圆桌论坛环节，成都市树德

实验中学（西区）初一学生林淼臻作

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和各位教育大咖

们一起，自信、大方地分享了自己对

家庭教育的看法，也为我们描述了孩

子心中所期望的父母画像——懂我，

懂我的需要，相信我的选择，和我共

情，帮我想办法。近日，本报记者采

访了这个温暖的家庭，感受了这个家

庭里“信任”的力量。

小达人小达人

林淼臻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