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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马晓冰

为帮助家长增强亲子沟通和家庭教

育能力，《教育导报·家教周刊》联合新华

文轩“优学优教”公众号推出“父母‘家’

油站”栏目，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名师名

校长做客访谈，对家庭教育中的疑难杂

症进行解答，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

教育观念、掌握实用的家庭教育技能。

本期专家
成都市优秀班主任，成都高

新区优秀青年教师 钟亚蓝

挫折教育，要注意哪些误区？
孩子在坚持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

些挫折。如果跨不过去，就会被这个挫

折所缠绕，产生失望、沮丧、焦虑的情

绪；如果跨过去了，就会体验成功的快

乐，充满自信。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

称作挫折临界点。那么，家长要怎样去

帮助孩子跨越呢？在这里给大家一些

建议。

挫折的体验不是越挫越勇，而是更

多的成功体验。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

心理怎么这么脆弱呢？经历的挫折是

不是太少了？是不是要给孩子多制造

挫折？但是，在屡战屡败中越挫越勇，

一个有意志力的成年人都未必做得到，

更何况是孩子？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

曾经说过，孩子的挫折教育不是不需

要，而是不能够去额外附加，否则就会

变成一种伤害。

首先，当孩子遭遇瓶颈的时候，

家长要积极地关心指导孩子，千万不

要说，“这有啥好伤心的”“不就是什

么什么”等否定孩子情绪的话，更不

要讲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一类

的大道理。要抓住孩子锻炼抗挫能力

和意志力的好时机，给予孩子正确的

引导和帮助，帮助孩子跨越临界点，

让孩子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建立自信

和勇气。

其次，当孩子遭遇瓶颈的时候，家

长可以引导孩子将目标降低，或者分成

若干个小目标，一个一个来完成。孩子

的压力小了，也会更容易成功。当然，

我们也要引导孩子关注过程，而不仅仅

是结果，就像搭积木，可能有的孩子没

有搭很高，从而产生了一种挫败感。父

母可以引导孩子，每搭好一部分就赞叹

一下，然后让孩子记录下来，让孩子在

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和喜悦。即使结果

不如意，也不会太在意，因为在每个阶

段孩子都体验了成功，这种体验感会让

孩子有勇气去面对失败。

然后，孩子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忍

耐力也是依靠体力来培养的，不断地挑

战体力，也是在挑战自己的意志力。运

动有很多好处，家长可以结合学校的体

育课安排，孩子课内运动一小时，课外

再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单人运动、亲子

运动都能很好地促进孩子在体育锻炼

中学会坚持，磨炼意志力。苏霍姆林斯

基说过，体育锻炼也是锻炼人的性格，

锻炼人的意志力。

最后，孩子的挫折需要他亲自经历，

过度保护是一种伤害。《儿童情绪心理

学》中讲到，孩子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

候，需要父母的陪伴和鼓励，但是陪伴不

是替孩子包办。摔倒了，爸爸妈妈在旁

边守护孩子自己爬起来；相反，父母抱孩

子起来的过程，就是在剥夺他经历挫败

后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孩子的成长不能

代替，勇敢自信都是

在克服挫折当中逐

渐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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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难启齿，必修课不可废
10月11日是第十二个“国际女

童日”，世界范围内种种女童发展

问题正在被看见，也急需被解决。

重视“性教育”是关爱女童成长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微博热搜话题

“对女孩子早期性教育有多重要”

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与讨论，不少

网友现身说法，呼吁实施科学正确

的“性教育”应坦诚以待。

不过，尽管“性教育”早已

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与“性”

沾边的禁忌仍令很多人讳莫如

深。有的家长怕孩子“知道了会

学坏”不肯教，也有家长抱着

“小孩子不用教，长大了就会懂”

的想法搪塞过去。慢慢地，“性”

就这样被置于敏感又神秘的高

台，而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又总想

踮起脚往上去看，常常就这样

“崴了脚”。对此，成人先一步明

白：“性教育”并非“羞耻布”，

无知才是孩子最大的危险，以开

诚布公的态度进行“性教育”，或

是帮助少年儿童“化险为夷”的

第一步。

而在现实生活中，“道理我都

懂，但就是不知道从何讲起”是许

多家长的难题。尤其遇到“对女孩

的性教育”一类的话题时，我们总

习惯性地谈论如何避免“性侵害”，

站在“受害者”的视角上防患于未

然。这样做虽然能起到警惕作用，

但也会留下“女孩更容易受到性侵

害”的刻板印象，让男孩家长掉以

轻心的同时，也窄化了“性教育”的

内涵。

除了如何保护自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所需的性知识还有很

多。“关系”“价值观、权利、文化和

性”“理解性别”“暴力和保持安全”

“获得健康和福祉的技能”“人体发

育”“性和性行为”以及“性和生殖

健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新版《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下文简称《纲要》）中，针对青少年

“性教育”计划归纳出的8个关键概

念，概念所指涉的是未成年长大成

人的必修课。

除此以外，何时教？也是家长

们关心的重点。在“性教育”缺席

的青春期，“不好意思”会成为生长

发育中青少年的通病。有的女孩

会因为月经的到来莫名地感到羞

耻无措，含胸驼背以掩饰胸部的发

育；也有男孩困扰于快速增加的体

毛与体味，因为变声期的“公鸭嗓”

感到自卑。性别特征与生俱来，提

前做好“性教育”的功课，可以有效

规避这些烦恼，塑造更加自信、完

善的人格。

负责任的“性教育”不是出于

担心的临时抱佛脚，更不是问题出

现后的亡羊补牢，而应是一个长期

的、逐步推进的过程。根据《纲要》

中 8 个关键概念的内容，5 岁至 18

岁及18岁以上的青少年被划分为4

个年龄段，在不同年龄段都分别设

有具体的学习目标。

不论男女，“性教育”的步伐都

不能拖延，家长要做的是克服羞

耻，摒弃无知，允许并帮助孩子充

分了解自己的身心；习得尊重、保

护自己及他人的正确方式；增加对

爱的感受力，从而与外界建立良好

联系。

今年暑假，以“幼升小”为切入点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学爸》，聚焦“‘内卷’与‘躺

平’”“焦虑与和解”等当下最具热度的话题，戳中了无数家长的“心窝”。影片中，以黄渤饰

演的单亲父亲雷大力为代表的四组家庭，为了让孩子升入理想小学被迫卷入“鸡娃”困

局，上演了一段笑中带泪的求学故事。

人生路上，“升学”占领着大多数人的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升学战争”里，家长们使尽浑身解数，就是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可是，这样的爱给孩子

带来的一定是好的结果吗？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

远”，这句话自古便有无数的例

证，在当今社会，父母为孩子的付

出更是只增不减。影片中，佛系

带娃的单亲父亲雷大力偶然结识

了“鸡娃”大军的突出代表刘真

真，见识到了其他家长的“鸡娃”

过程以及“成果”后，雷大力意识

到自己的孩子已然落后其他孩子

许多，便转而加入到“鸡娃”大军

中，天天抱着还没睡醒的雷小米

赶着上补习班和兴趣班，甚至回

家后还要亲自补习，逼得雷小米

苦不堪言。

对于雷大力这类家长的这种

做法，四川省重大家庭教育课题

主研成员、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教师袁成表示理解，但不推崇，更

不建议效仿。“雷大力为了让孩子

不落伍，存在一定的补偿心理，以

各种方式加入到竞争赛道，但没

有分析孩子的客观实际，因此没

有得到自己期望的结果。”正如袁

成所说，现实中，很多家长也是这

般随波逐流，看到别人孩子有了

进步，担心自己孩子落后于他人，

因此逼孩子各种“内卷”以免竞争

力不足。殊不知，每个孩子的个

人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味

“内卷”只会适得其反。

在这个人人“内卷”的时代，

光孩子卷，似乎渐渐跟不上其他

人的脚步，于是，家长们在“内卷”

浪潮中开始无声无息地卷自己。

如同影片后半部分，为了让

雷小米进入上海最好的双语小

学，雷大力卖掉自己的洗浴中心

来到上海，最后却因为自身学历

不够，使得雷小米考核不过关。

影片中的学校考核不仅看孩子成

绩，也看家庭状况，如果有高知父

母，那么孩子入学就会很轻松。

这样的苛刻条件使得家长从“鸡

娃”变成了“鸡自己”，从比拼琴棋

书画等才艺和学习成绩，变成了

家庭条件和家庭文化底蕴的较

量。

“当硬件达不到，我们不一定

输在起跑线，作为家长，一方面要

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从实际出

发；另一方面也要综合考虑孩子的

实际情况与实际需求。家长要坦

然接受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孩子的

资质，这是最为重要的。”袁成指

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学好或者

成功，那么，家长应该思考如何把

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积极、勇敢

的人，并根据孩子的情况，给予鼓

励和支持，给孩子多一些陪伴、多

一些沟通、多一些理解。

影片中给予了不少镜头的刘

真真，她所面临的困境，或许正是

当今“内卷”下许多家庭面临的困

境。

刘真真，一位离异的单亲妈

妈。离婚后，孩子便是她的一切，

因此，她选择做全职妈妈，专心在

家带孩子。也因此，她比雷大力更

早地加入到“鸡娃”大军中,为女儿

的“幼升小”可谓是奇招百出。

当前，在我国家庭中存在许多

父亲在孩子教育中的缺位现象，而

母亲则是孩子教育中的最主要的

教育者。袁成认为，这样的家庭教

育情况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父母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

的教育者、照顾者和陪伴者，缺一

不可。

刘真真一心一意地“鸡娃”，虽

然孩子变得十分优秀，自己和孩子

都被他人赞许，但是她的女儿在过

生日时都没有露出笑容，也表现得

和母亲十分疏离。最后在升学考试

后，便迫不及待地逃离，去到平时不

怎么管束自己的父亲家里，甚至对

刘真真说希望一直和爸爸生活，这

对刘真真无疑是一把刺心的利刃，

一时间难以接受。

在袁成看来，子女和家长疏远

有很多原因。其中，占主要因素的

是家长是否重视了孩子最基本的

情感需求。

刘真真为了孩子各种辛苦和

付出，然而被焦虑裹挟出来的女儿

却没有快乐，也活得没有松弛感。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女儿感受到

的是“累”，是一直不停地奔跑。“这

种节奏不是孩子想要的节奏，但她

没有办法，只有按照母亲的意愿而

行，所以自己也负重前行，想尽各

种方法想回到父亲的家。”袁成说。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很多

家庭的普遍愿望。我们总是希望

孩子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为了孩

子能上个好学校殚精竭虑。就像

一位网友评价的：“好心酸，这就是

中国式父母吧，付出全部，只为给

孩子换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一厢

情愿地希望孩子有朝一日能‘鲤鱼

跳龙门’，却从来没有问过孩子想

要什么。”

现实中，家长们是否意识到自

己和孩子渐行渐远了呢？孩子是

否还愿意和你交流？家长们有意

识到这样的情况从何时起吗？是

不是孩子开始被逼迫的时候？不

要因为“鸡娃”，使得亲情分崩离

析，比起学习成绩，或许家长和孩

子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电影中，火嫂因为年龄被公司

辞退，她坐在路边，边擦泪边倒苦

水：“别人都在跑，我不敢停。”停下

来，家怎么办？孩子谁养育？父母

谁照顾？

然而，父母过得越苦，便越对

孩子未来充满期盼，倾尽全部，只

为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正

如电影中展现的，还没迈进小学，

孩子们已经有了上不完的辅导班

和课外班。

这句话在网上也引起许多家长

的共鸣。他们表示，从怀上孩子开

始，自己的神经就开始紧绷，要为了

孩子做很多打算，不想让孩子和自

己一样平庸。于是，家长们不停地

工作、不停地赚钱、不停地为了孩子

四处奔波。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乃至大学，家长们都想尽一切办

法，动用所有力量，将孩子送到更高

层次的学校，以求更好的教育资源。

袁成认为，这个解不开的死结

源于家长将孩子成功的标准局限于

学习成绩，孩子的其余优点在家长

眼里变得不重要甚至被认定为缺

点。在他看来，成功孩子的标准分

别是：孩子身心健康；拥有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积极面对学

习和生活；性格开朗，对人对事情商

高；有自己感兴趣的爱好；善良、有

爱心；自主生活能力强，对未来有自

己的规划。袁成强调，这些标准才

应该是判定一个孩子成功与否的标

准，而非只专注于孩子的成绩，一味

追求成绩并不会让孩子成功。

同时，很多家长也不得不面对

着自我条件不足的问题，此时便生

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就如同

电影里，雷大力因为自身学历不高

害得雷小米在考核中不过关，雷大

力如同疯魔一般求高亚琳收养雷

小米，自己可以永远不出现，只为

了让雷小米不受自己的拖累。

卷不赢又躺不平，形容的正是

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对此，

袁成建议：首先，家长要充分理解

“双减”政策，与国家要求同频。其

次，理性思考，尊重规律。作为家

长，需要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过

程，每个孩子的性格、爱好不同，不

要过于焦虑，不要拔苗助长，也不

要把自己卷入到孩子成长之中，接

受孩子的先天情况，尊重孩子的成

长规律，尊重孩子的合理选择，因

材施教，给予孩子真正的自由与空

间。最后，放松心态，合理看待。

面对当前各种卷的情况，家长需要

调整心态，保持清醒，合理看待他

人做法，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才

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学爸》中的家庭教育启示——

“““鸡娃鸡娃鸡娃”””无益无益无益，，，和解未必是认输和解未必是认输和解未必是认输

“内卷”下，家长“鸡娃”也“鸡自己”

“鸡娃”百害而无一利，何故强求

卷不赢又躺不平，家长应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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