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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发生在我和儿子之间的

事，让我突然明白：孩子也是要面

子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某个周

六，我带儿子去他奶奶家做客，同时

前去的还有儿子的姑姑、大伯和二伯

一家。好久没有回到农村的我们，决

定一起去小时候采蘑菇的小树林散

散步。或许是因为刚刚下过雨的原

因，树林里长满了蘑菇，我们几个大

人便让几个小孩子去采蘑菇，好回去

做蘑菇面吃。

谁知，儿子的堂哥、堂姐、堂弟和

堂妹在我们刚说完这话就活蹦乱跳

地去采蘑菇了，儿子却始终站着不

动。我看到这场景，气不打一处来，

指着他，严肃地说：“瞧，这孩子就是

这样，好吃懒做，平时在家里就指望

不上他能帮我们做些什么，现在到了

这里，还是一样使唤不得。你要不回

去吧！”

我的话音刚落，儿子就抹起了眼

泪。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被我批评后

抹眼泪，要知道，他一向对我的批评

是习惯了的。

没有想太多，我们就继续向前去

探索这充满记忆的小树林了，儿子跟

在他堂姐的身后。看到树林里一种

小时候常吃的野果，我们和孩子们一

起开心地摘起来，只有儿子一人，站

在野果树旁看着我们。见此，我发怒

道：“杵在那里干什么？过来和你的

兄弟姐妹们一起摘野果啊。”儿子赶

紧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和大伙一块儿

摘起了野果。

“一诺，你摘的野果真不错，又大

又红又甜，比爸爸摘的好多了。”只听

大哥对侄子说。

“小美，你怎么一会儿就摘了这

么多野果？”小美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二嫂继续说道，“果然，我们家

小美不仅在学校里学习名列前茅，

在生活中劳动起来，也是数一数二

的厉害。”

侄女小美听了二嫂的话后，摘得

更加起劲了。不一会儿，她就摘了满

满一篼，并微笑着说：“我要把这些野

果带回去给爷爷奶奶也尝尝鲜。”

“小美长大了，知道关心爷爷奶

奶了。”大哥二哥和其他长辈异口同

声道。我特意看了一眼儿子，他看上

去既无奈又委屈。

很快，我们散完步，就回到了家

里。彼时，大伯母早已和母亲一起做

好了一桌饭菜。大家刚坐下，就见侄

子侄女们站起身，开始向我们这些长

辈们送起祝福来。

“祝各位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祝

各位叔叔婶婶事业有成……”我被他

们那种自信、阳光的精神面貌深深触

动。转头看看儿子，他独自默默地低

下了头。

大伙很久没见了，便一边吃，一

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天来。在闲

聊的过程中，我的兄弟姐妹们开始谈

论起自己的孩子来。从他们的描述

中，我感觉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心中是

最棒的孩子。大哥的孩子钢琴弹得

很好；二姐的孩子英语很好；三妹的

孩子非常擅长跳舞，前不久还获得了

一个舞蹈比赛的金奖。

我盛了一碗鸡汤，刚准备好好品

尝一下母亲的手艺，就被二姐建议和

他们讲讲儿子的特长。“他哪有什么

特长，学习一般，生活中很多事情也

不会做。”说罢，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继续喝起鸡汤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儿子突然从

座位上站起来，走出去，在庭院里找

了个角落坐下来。

“哥，你去看看吧，看看孩子怎

么了？”三妹说。我放下汤勺走了出

去。

此时，正值午后，阳光柔和了许

多，空气中也有了丝丝凉意。加上父

亲的小花圃里散发出的阵阵芬芳和

身旁嬉戏的蜜蜂、蝴蝶带来的惬意

感，我的情绪缓和了许多。想到儿子

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好好地和他谈过

心，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抓住这次

机会，和儿子好好聊聊天吧。”内心的

声音告诉我。

我看着儿子，在他的身旁坐下

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今天我俩开

诚布公地谈谈，就像朋友一样，说说

对彼此的看法。”见儿子沉默，我便先

开了口，“你这孩子其实挺好的，要是

能再活泼一点就更好了。”儿子的反

应很惊讶，或许他从没期待我会这么

说他。那一刻，我似乎感受到儿子等

我这句欣赏、认可他的话等了好久好

久。

他显然有些惊慌失措，略微低下

头说：“谢谢爸。”几秒之后，他继续

说，“爸爸，您也挺好的，我知道您经

常在人多的场合对我发脾气是我自

己做得不好，但这样会让我很尴尬

……不过爸，您放心，以后我一定会

努力的。”

那之后，我开始学着用欣赏的眼

光看儿子，将以往动辄就发脾气的性

格改了不少。在人多的场合，我更不

允许自己肆无忌惮地批评儿子。与

此同时，儿子也努力学习，乐观生

活。学习进步了，性格也变得阳光开

朗起来，成了大家口中的“优秀阳光

少年”。

“孩子也是要面子的，不能因为

他们年龄小，就不分场合随意地批评

他们。”我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

进入三年级，孩子的学业难

度逐渐加大，离“小升初”越来越

近，似乎中考、高考的激烈竞争

压力已隐隐开始显露出来。在

这样的大环境下，父母很容易陷

入“成绩决定论”中，可能会因为

孩子的一次考试成绩而焦虑不

安，进入“鸡娃”的赛道中，不自

觉地把这样的压力传递给孩

子。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成长，这也是国家施行“双

减”政策，避免“填鸭式教育”“揠

苗助长”的原因所在。

作为父母，我们都知道现在

的成绩决定不了未来能否考上

好的大学，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担

心，小学阶段学习习惯没有养

好，势必会影响未来的学习生

活。如何正确看待小学阶段的

学习成绩，着力在习惯培养而避

免陷入“成绩决定论”，缓解教育

焦虑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回答此题，除了需要家长的智

慧，更需要家长充分认识到，家

庭教育不是学校教育的简单延

伸，家庭教育的核心在于给予孩

子无条件的爱，接纳包容孩子，

为孩子打造爱的港湾。

当然，无条件的爱不是指溺

爱，也不是指无原则的爱，更不

是“孩子听话，我才爱你”，或是

“孩子成绩好，我才爱你”，而是

要给孩子温柔坚定的爱。

还记得儿子升入小学后，班

里第一次口算比赛，我一直引以

为傲的儿子竟然没有进入班级

前40%，这一度让我觉得难以接

受，无形中给孩子增加了很大压

力。而随着孩子升入三年级，我

越来越意识到，学习过程不可能

一帆风顺，自己的孩子更不是天

才，不论是比赛没有取得好成

绩，抑或是考试没有考好，家长

需要做的是接纳它，以平常心看

待，而非过度焦虑。只有父母平

心静气，孩子才能感受到父母对

他的支持。这个时候，他感受到

的不是责备，更多的是就事论

事，帮他分析原因，是对哪一部

分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好，还是没

有掌握学习的有效方法。

当父母率先做出这样的转

变后，孩子自然能感受到爱在家

庭里的流淌，他也能够学着更加

冷静、平和地看待学习，而不是

带着对父母权威的恐惧进行填

鸭式学习。当父母在家里打造

了爱的港湾，孩子才能在遇到风

浪与挫折时，稳住他的小船，重

新启航，在老师的指导与家长的

支持下，体会学习过程中由自身

努力获得进步带来的快乐。这

也是“自驱型成长”教育中提到

的核心，给孩子机会，让他体会

学习是自己的事情，积累自主控

制的良好体验。

儿子现在每天坚持口算练

习，渐渐地能够拿到班级二等奖

了，他很开心，体验到了努力带

来进步的快乐。每天10分钟语

文复习，他主动让家长帮他念字

听写，并复习听写错误的词语。

儿子在一步步积累、进步着，虽

然走得慢，但不着急，我们永远

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

教育的力量蕴藏在每一天

和孩子的对话、每一次和孩子

的互动中，需要我们持续不断

地学习并付诸行动，日积月

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

爱的滋养流淌在学校与家庭的

配合中，最终化为养分，助力

孩子健康成长。

9月1日，我家二宝正式跨进了小学的

大门，成了一年级的一名新生。开学的第

一天，他很兴奋，放学一回到家，他就迫不

及待地跟我讲了学校里的一些新鲜事，满

脸堆着笑。他还向我表示，他一定会好好

学习，到学期末争取给我拿张奖状回来。

然而好景不长，开学后没几天，早上，

我在送他去学校的路上，儿子突然对我说:

“爸爸，我不想去上学了。”“为什么呀？你

前些天不是信心满满地说要好好学习，争

取期末拿奖状吗？怎么突然又改主意说不

想去上学了呢？”听了儿子的话，我有点担

心，害怕他是被谁欺负了，于是，我继续问

他:“你不想去上学，能告诉我具体原因吗？”

在我的追问下，儿子低着头说:“我现在

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我没办法把它们解决

好。”他继续说，“我不会写字，老是写不好，

歪歪扭扭的；数学课上的加减法，我也不

会；语文老师教我的拼音，我总是记不住该

怎么读，老是读错；体育课上，我不会打篮

球和乒乓球；我还不会整理自己的书包，总

是把书角弄折卷……”听了儿子的话，我冲

他嘿嘿一笑，说:“你这是把问题当作‘敌人’

啦！你站在了它们的对立面，所以，你是

‘以一敌多’，心里没底害怕呢！其实你可

以不把它们当‘敌人’的，你只需好好与它

们相处，就能轻松地解决掉所有问题。”

听了我的话，儿子满脸的愁容渐渐散

开了。他开口问了我三个问题。

“我不会写字，那该咋办呢？”“这好办

啊！只要你心里不怕它，我可以每天放学

后教你呀，等你学会写字了，还可以自己买

本字帖练习呢，保准你能把字写得很好。”

“那我不会数学，又咋办呢？”

“这也好办，你可以在课堂上先认真听

老师讲，尽最大努力听懂，实在听不懂的，

课后还可以去问老师。如果是在家里，你

还可以问问哥哥和我呀，后一步，你还可以

把加法口诀和减法口诀背下来。”

“那语文老师教我的拼音，我老记不

住，又该怎么办呢？”

“这还是好办，上课跟着老师认真读，

别人读一遍，你可以读两遍或是三遍、五

遍，读得多了，自然就能记住。在学校里，

如果忘记怎么读了，你可以开口问老师和

身边的同学，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的。”

听了我的话，儿子似乎明白了。他嘟

囔了一句:“这不就是请外援嘛！”“是的，就

是请外援。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它在我

们眼里之所以是一个个问题，就是因为我

们自己不懂或者不会，但遇到了问题，我们

又不能直接躲避它，只能想办法去解决它，

这不就得向别人请教吗？”我跟儿子解释

道。

随后，我还跟儿子分享了一句我曾经

在某本书上看到过的一句话：“每一个问题

都是一扇门，你回避它，不去触碰它，这扇

门也就永远向你关闭着，成为一道不可逾

越的墙，而当你勇敢地去面对它，去打开

它，你的眼前将展现一个广阔而崭新的世

界。”

后来到了学校门口，儿子笑着对我说：

“爸，您回去吧，我现在就去上学，争取期末

拿张奖状回来！”

看着儿子走进学校的大门，我也笑

了。我想，作为爸爸，我教会了儿子该如何

与问题相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莫大的成

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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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儿子第一天踏入小学校园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就已经升入三年级了。对，就是那个鼎鼎有名，据说要开始真正拉开学习差距、两极分化
明显的三年级。作为家长，心里没有惶恐是假的，毕竟是第一次做父母，还赶上了“双减”政策大刀阔斧地调整落地。如何让孩子拥有“健康的身、聪明的脑、
温暖的心”，学习也要跟上，是我们在忙于工作的同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
回首孩子进入小学的三年，我们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家校共育，与孩子共同成长的力量。

孩子的行为、性格、情绪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家庭播下了怎样的

种子。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也

强调了父母在教育孩子中的重要

性。作为父母，我们要意识到这是

一个需要终身学习修炼的身份，在

孩子的教育尤其是一些行为的培

养、纠正上，要跳出下意识的、本能

的反应，做到有意识地反思、自省，

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与方式

是否合适，是否需要调整。要有意

识地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调整

家庭教养重点，更好地契合不同年

龄段儿童的成长需求。

以我家为例，在儿子幼儿时

期，我们比较注重对孩子生活的

照顾和安全感的培养。在小学低

年级阶段，我们的重点放在让他

适应小学生活，喜爱自己的学校、

老师和班级，更好地融入集体，逐

步养成学习的习惯。进入小学三

年级，孩子的自主独立意识在逐

渐增强，我们会更加注重在适当

引导的同时放手让他自己去做，

让他自己对每天的学习准备、复

习、放学后的时间规划等做总体

把控，并尊重他的安排。

刚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由

于儿子没有上延时课，需要在家

独立完成作业。升入三年级，孩

子要面对作业的挑战了，他明显

有些不适应，做作业需要花些时

间，吃饭还是跟以往一样拖拉，以

致睡觉有时会拖到晚上十点半左

右，造成的结果就是早上起不来

床，甚至迟到了一两次。我们忍

住了每天唠叨责备的话语，放手

让他体验自己规划时间带来的结

果。在他迟到难过时，我们会安

慰他；在他每一次有效率地提升

节约了时间时，我们会肯定他；在

他遇到困难时，我们和他一起分

析想办法。比如，觉得作业难，是

不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听

老师讲课。更多的是给他鼓励，

相信他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很快，我们便看到儿子放学后

的作业效率、吃饭效率、练琴效率

都有了明显进步，每天都能在计划

的晚上九点半上床睡觉，早上更是

自己调好了闹钟，迅速起床，甚至

还会来叫我们起床，低年级时的赖

床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持续两

年多的时间管理问题就这样解决

了，我们惊喜不已。也许这就是尊

重孩子成长需求，适时勇敢放手，

相信孩子的力量吧！

现代社会压力大，父母有自

己的工作和事业，工作之外的学

习时间其实并不充裕。现在很

多学校对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提

供了大量的辅导、支持和帮助，

借力学校资源，能让家庭教育更

好地落地。

儿子就读的学校非常重视

家庭教育，班级“葡萄树学

堂”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家庭教

育方方面面的资源与支持。每

个学期两次的家长会，老师会

很详尽地对现阶段和下一阶段

孩子们的成长特点、心理发

展、行为能力与学习方向进行

分析、讲解，并引导家长配合

学校做好教育；每个周末，班

主任都会在班级 QQ 群的“葡

萄树家长课堂”，以简明扼要的

方式教家长如何开展家庭教

育，比如“十句餐桌对话”“引

导孩子创造力思维的三句问

话”等，实操性非常强；不定

期还会有家长示范，邀请班级

家长分享他们的家庭教育经

验，比如“我家是怎么开家庭

会议的”；班主任还会定期分享

儿童教育中值得阅读的经典书

目，比如 《自驱型成长》 就是

一本经典之作，这是在年初的

寒假家长会上推荐的，我正好

利用春节假期读完了此书，受

益匪浅。

平时，遇到儿子学习生活中

的一些问题，我也会和老师及时

沟通。老师其实更有经验，能够

给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的家长

提供很好的建议。所以，真正把

学校和老师提供的资源用上、用

好，就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果。在我们家，每次家长会我都

会认真做笔记，对照老师们关于

学习的建议逐条落实，我还把老

师每周分享的家长课堂小笔记

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接儿子放

学回家的路上打开看看，学着将

这些问话用起来。家庭教育就

这样开始有意识地撒下了种子。

巧借学校资源，让家庭教育落地

家庭教育并非学校教育的简单延伸

父母要有
成长型学习思维

资料图片

学会与
问题相处

■ 刘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