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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生涯规划，许多家长

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

将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作比

较，这其实很不好。”曾侯森提醒

家长，“生涯规划不是为了让孩子

成为‘人上人’，而是帮助他成就

更好的自己。”他再次强调，好的

生涯规划是孩子的个体素质与社

会或行业需求的匹配。

曾侯森有个学生高中时数

学、物理怎么也学不好，但这位学

生在高二时就下决心要成为国内

优秀的平面设计师，于是开始学

习美术。进入大学后，该学生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大学生能够

参与的所有平面设计比赛，然后

一心一意学习、备赛。如今，这位

学生在国内的平面设计行业已经

小有名气。

此外，曾侯森还告诫家长们，

不要陷入急于求成的生涯规划误

区。他建议家长们要对孩子的成

长多一些“耐心”。“只要孩子有良

好的道德修养，就不至于在成长

的路上‘走歪’。”他希望家长们以

身作则、修身养性，用良好的家风

为孩子的成长发展注入强大的精

神力量。”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在帮

助孩子做生涯规划时，爸爸妈妈

也要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

需要进一步规划。”屈小林认为，

指导孩子规划人生，家长最好不

要纸上谈兵，不妨和孩子一起行

动。她自己就是如此，每周和女

儿一起制作“学习计划卡”“学习

收获卡”“人生幸福卡”，审视每个

星期的成长变化，制订下一步的

行动计划，已经坚持了5年之久。

屈小林还认为，生涯规划中

“扬长”的效果远大于“补短”，希

望家长们多用发现和赞美的眼光

看待孩子，充分发掘孩子的优势、

特长。首位中国整理师韩艺恩，

从事法律工作多年默默无闻，却

凭借自己在收纳整理方面的爱好

和特长，成为了国内家政整理收

纳服务行业的领跑者。

“韩艺恩的案例不仅告诉我

们兴趣爱好、优势特长在生涯规

划中的重要性，还提醒我们，生涯

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余萍补

充说。她希望家长们用更长远、

更多元的眼光对待孩子的生涯规

划，可以根据孩子的自身情况和

社会现状的改变做出调整。

“妈妈，他围着垃圾箱在找什

么呢？是掉了什么东西吗？”车刚

停稳，孩子就拉着我的衣角怯生生

地问道。抬头望去，一位轮椅上的

老人正围在垃圾桶旁翻找废品，

“那位爷爷是在收集可回收的物

品。”“哦，我明白了，爷爷是环保卫

士呢！”孩子恍然大悟。

轮椅上的老人，脸上布满了沟

壑，灰白的胡须参差不齐，戴着一

顶昏黄的头灯。只见他左手用力

拉住一米多高的垃圾桶，右手拿着

一根铁钩钩住垃圾桶沿外侧，他攥

紧拳头，用尽全力地往回拉，随即

便用胸口抵住桶沿内侧，再费力地

腾出左手在垃圾箱里翻找可回收

物品。他全神贯注地扒拉着，一个

又一个纸箱被翻了出来，他那紧锁

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开来。那一个

个垃圾桶仿佛就是他的“战场”，寻

找废品就是他的事业。那一刻，我

突然想起少年时老师经常给我们

讲到的张海迪的故事，眼前的这位

轮椅老人不也正是身边身残志坚

的模范吗？

“妈妈，爷爷把纸箱送到哪里

回收呢？”孩子继续开启了“十万个

为什么”模式。“可以送到废品收购

站，还能卖些钱补贴家用。”“还可

以赚钱吗？那以后我也把纸箱留

着去卖废品。”孩子一听到赚钱就

露出了小财迷般的神情。“你看，眼

前的爷爷比我们更需要废纸箱，我

们还是留给他吧。”我劝说孩子放

弃售卖废品的念头。孩子望着轮

椅上的老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家所在的小区，物业在地下

停车场的每个单元门口都设置了

垃圾箱，回家的时候常常遇见几位

拾荒人。其中，印象深刻的有两

位，一位是眼前的这位轮椅老人，

还有一位是戴鸭舌帽的老人。

戴鸭舌帽的老人大约60多岁，

一年四季都戴着一顶发灰的鸭舌

帽。他的右臂总是弯曲着，走路也

不便利，看起来是偏瘫的后遗症。

他总是左腿先迈出一步，再艰难地

移动僵硬的右腿。如果遇到停车

场里的减速带，移动右腿就越发地

艰难了。在安静的停车场里，他拖

动右腿挪步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格外沉闷。有一次，刚停好车，我

就听见附近传来熟悉的“呲呲”的

脚步声，便主动把后备箱的快递拆

掉，把纸箱送到他面前。他欣喜地

接过纸箱，虽然口齿含糊不清却一

个劲儿地冲着我点头道谢，眉宇之

间是藏不住的欢喜雀跃，那笑容如

同冬日里明媚的阳光。

两位身体抱恙的老人是不幸

的，但他们身处逆境也没有向命运

低头，依然竭尽所能去做力所能及

的事情，年复一年，令人敬佩。

从那以后，我家孩子热衷于拆

快递，主动承担下楼扔垃圾的任

务。他习惯把可回收的纸箱放在垃

圾桶旁，还告诉我：“这样一目了

然，回收纸箱的爷爷就不用费劲去

垃圾桶里翻找了。”听了孩子的

话，我倍感欣慰，想起那句古语：

“勿以善小而不为。”为孩子的同理

心和小善举表示赞同。我也明白，

不管生活给予我们的是艰辛苦难，

还是幸福快乐，我们都要学会向阳

而生。

小鹏是我朋友的孩子，正读高一。前

不久，朋友打电话给我，抱怨儿子不听话，

找我帮忙做做思想工作。

知道原因，才好对症下药。我问明了

缘由，原来是选科引发的家庭矛盾。这让

我想起了自己与女儿曾经因为选科发生

的糟心事。

女儿是2018年升上的高中，当时还没

有实施新高考改革，分科方式就是文科、

理科二选一。高一入学时就得提交分科

意向表，我想让她选择理科，毕竟和文科

对比，理科招生规模大，就业渠道更多。

女儿却不乐意，她不喜欢物理。其实，她

物理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就是缺乏自信。

为这事，我和女儿冷战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认为女儿不想选择物理是想偷

懒，女儿生气地说我不尊重她的选择。接

连好几天，我一回家，女儿要么跑回房间，

要么去阳台上看书，就是不和我呆在一个

地方。看到女儿这态度，我很是生气，差

点就要动起手来。

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女儿态度有

所转变。我也开始反思自己，应该先听听

女儿的想法，毕竟这也是她人生路上的选

择，理应得到尊重。于是，我特地买了她

最爱喝的饮料，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开始交心。

“老爸，我知道您的考虑非常有道

理。但我确实不适合物理，若是违心选

择，我学得不开心，以后问题会越积越

多。”没等我开口，女儿抢先说话了。

“那我们可以先不急着下定论，反正

也是到下学期才正式分科。你可以在物

理上先尝试加强一下。”我有些不死心地

说。

“老爸，您想一想，如果让您去做一件

您本来就不喜欢的事，您会怎样？”女儿拿

起茶几上的饮料，喝了起来。

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但还是不甘

心，总想找到更充足的理由来说服她。就

在我陷入困境时，窗外传来悦耳的琴音，

那琴音如展翅欲飞的蝴蝶，扑闪着灵动的

翅膀。楼上邻居家女儿是中央音乐学院

的高才生，当年文化课也是名列前茅，但

因为爱好选择了艺术。这乐音，令我恍然

大悟。

“大宝，爸爸尊重你的选择。”

女儿怔怔地看着我，有些吃惊。

我又重复了一遍。女儿放下手中的

饮料，跑到我跟前，双手抱着我的胳膊，将

头斜靠在我的肩上：“老爸，我也不是不想

学物理，主要是觉得自己不一定学有所

成。这样，我也不放弃物理，等到正式分

科前综合研判再做决定。”听到女儿这话，

我觉得她长大了。我开始顺着女儿的话

和她聊了起来，女儿一下子便打开了话匣

子，聊起了同学、前不久的军训，还有新学

校的环境。

就这样，多日的冷战至此告一段落。

最后，根据一学期考试的分数与班主

任的建议，女儿在文科与理科中，选择了

文科。如今已上大二的女儿在大一就通

过了英语四级，正着手准备英语六级考

试。看到她能正确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

情，并为之奋斗，我也很开心。

周末，我来到小鹏家，而小鹏正巧出

去打篮球了。我和朋友先聊了起来，自然

是聊我与女儿的事，还有邻居女儿的故

事。我还举了外侄的例子，外侄虽是理科

生，后来却进入了四川大学的中文系，研

究生读的也是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现在考

上了公务员。朋友听了，颇受启发，言语

间，我能感受到他的想法已开始动摇。

正聊着，小鹏回来了，他比先前又高

了许多，看起来都快有一米八了。小鹏很

有礼貌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趁机喊他过

来一起聊聊。

小鹏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坐了下来。

我们先是聊篮球，聊 CBA、NBA。小鹏见

我也喜欢篮球，便开心地同我聊了起来。

越聊越投机，我渐渐地开始转移话题，聊

学习，聊他最近的困惑。

小鹏说自己喜欢历史，想选历史，但

爸爸不同意。我看过他之前的成绩，确

实，小鹏的历史不错，成绩更是班上的前

几名。小鹏爸爸早在我们刚刚的聊天中

有了转变，自然就没有了什么解不开的

结。他发话了：“小鹏，今天当着叔叔的

面，我来表个态。先前，是爸爸不对，没有

尊重你的选择。但选科是一件大事，我们

要从多方面考虑。你也可以问问老师，听

听老师的建议，反正还有时间，我们慢慢

来。”

闻言，小鹏激动地站了起来，欣喜地

点头。望着这对和好如初的父子，我默默

地退出了门外。

瞧，尊重孩子的选择，是每一位家长

的必修课。

尊重孩子
的选择

■ 施训洋

向阳而生 ■ 蒋媛媛

““扬长扬长””胜于胜于““补补短短””
助孩子规划人生助孩子规划人生

进入高中，“3＋1＋2”选科要如何抉择？高考结束，怎样选择专
业？如何填报志愿？刚刚结束中考、高考的学生正面临着人生重大
的选择，许多学生及其家长，正为之焦头烂额。”资阳中学教学副校长
屈小林说：“这仅仅是人生规划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要将它们做
好，离不开更长远、更宏观的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不仅仅是选科和填志愿，它关乎孩子成长、学习、生活
的方方面面。6月21日，在“早做规划不负此生”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教育大家谈”环节，四川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生涯规
划专业委员会认证专家曾侯森，正高级教师、资阳中学教学副校长屈
小林，资阳中学一级心理教师、国际青少年生涯发展指导师余萍，资
阳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国际青少年生涯发展指导师张凤与资阳中学
的近500名初中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探讨如何指导孩子规划人生、
成就幸福。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一提到生涯规划，许多家长

都觉得那是高考后填报志愿才考

虑的事情，中学阶段，孩子只需要

把成绩考好就行了。”余萍说，近年

来，她从事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

发现大多数家长缺乏为孩子进行

生涯规划的意识，还停留在“以分

数论英雄”的认知里。“殊不知，除

了分数，孩子的兴趣爱好、性格特

征也影响着孩子在大学学习和社

会工作中的发展状态。”

曾侯森非常认同余萍的观

点，他说：“指导孩子做好生涯规

划，第一责任人是父母。越早进

行生涯规划，孩子的成长发展就

越顺利。”在曾侯森看来，孩子的

生涯规划最好从小学开始，而大

中小学不同阶段，生涯规划的侧

重点也不相同。

“小学是培养孩子生涯规划意

识的最佳时期。”曾侯森说。他常

常带着自己的女儿到川内外知名

的大学参观，有机会时就带着孩子

认识名人，偶尔还会将孩子寄养在

好朋友家里。“开拓了孩子的眼界，

他们才会更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

优势特长，知道哪些东西适合自

己，才能更加精准地确定生涯规划

的目标。”曾侯森说。

唤醒了生涯规划的意识后，曾

侯森建议，初中阶段要给予孩子系

统化的生涯规划指导，到了高中，

孩子就需要独立制订行动计划。

他强调：“行动计划不能记流水账，

而要遵循smart原则，符合具体化、

时间限制、可衡量、可行性、与生涯

目标相关性强等要求。”比如，“提

升英语成绩”这样的计划就太笼

统，而“每天记 50 个单词，一个月

内英语成绩提升20分”就更具体、

更能指导行动，也更好衡量。大学

的规划则要围绕实现高质量就业

来展开。

“人生不是短跑冲刺，而是漫

长的马拉松，生涯规划也绝不是专

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它包含了事

业、家庭等诸多方面，最终的指向

是实现人生的幸福。”曾侯森补充

说，“分数、兴趣、性格、能力等因素

也影响着孩子的生涯规划，但归根

结底是人的个体素质要与社会需

求相匹配。”

他向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公式：

高兴趣＋高能力＋高社会需求＝

好的生涯规划，家长在指导孩子做

具体的生涯规划时，首先要坚持兴

趣导向；其次要评判能力是否匹

配、有没有足够的学习练能机会；

最后要满足社会需求或创造出新

的需求。

“同学们想过今后要做什么工

作吗？”

“没有。”

“那你们读完书要做什么？”

“挣钱。”

“什么职业能挣钱呢？你们要

学什么专业呢？”

“不知道。”

张凤分享了她第一次给学生

上生涯规划课的经历。她说：“许多

学生对自己的兴趣、特长都缺乏清

晰的认知，学校对学生开展系统化、

课程化的生涯规划教育很有必要。”

张凤任教的资阳中学从2017年开

始开设生涯教育课程，如今已经形

成特色校本课程，从初一到高三，内

容涵盖生涯规划意识、了解自我兴

趣特长、探索社会职业需求、认识大

学专业设置等诸多方面。

“除了校本课程，学校还有许

多与生涯规划相关的活动。”余萍

介绍说。今年 5 月，资阳中学的

“5·25”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就设计

了“我为梦想打 call”“大学专业手

抄报”等活动。“这些活动既帮助学

生向内认识自己的兴趣爱好，又能

向外了解所需的专业素养。”余萍

说。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把“加强学生

发展指导”作为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在曾侯森

看来，学校确实应该守好学生生涯

教育的“责任田”，但现在许多学校

也存在生涯规划专业师资不足的

短板。

因此，曾侯森建议，学校首先

要舍得投入，加强生涯规划教育师

资的培养；其次，要用好家长资源，

邀请不同行业的家长进课堂分享

职业信息；最后，可以跟高等教育

学校合作，加强大学生和中学生的

沟通交流、经验分享。“四川师范大

学就很乐意与高中学校合作，加强

师生间的沟通。”曾侯森说。

屈小林请家长们多多参与学

校的家校协同工作，她表示，后期，

资阳中学将通过“家长开放日”等

活动，邀请各行各业的家长参与学

校的生涯规划教育。与此同时，学

校还会加强与社区、企业的合作，

带着学生走出校门、走进企业，真

切地了解社会需求。

最近，资阳中学就组织初一和

初二学生参观了中车资阳机车有

限公司，与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对

话交流。初一学生贾嘉说：“在车

间里，我看到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也看到了管理人员，还了解了研发

设计人员的工作。我觉得每一个

岗位都不可或缺，这也坚定了我认

真学习，从事科研工作的决心。”

学校要守住生涯教育的“责任田”

警惕误区，生涯规划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家长要当好孩子生涯规划的第一责任人

资
料
图
片

钟兴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