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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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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暑假伊始，我因

为被 7 岁儿子不断“呼叫”，和儿

子签下了一份“不要喊妈平等条

约”。很快，这份“条约”上了微博

热搜，被各大媒体相继转发。

在这份“条约”里，我对儿子

提出了几点要求。例如，学习上

遇到难题要先解决问题，而不是

率先喊妈；生活中也一样，每天做

事前后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条

约”里已列好，照着执行就可以。

一份并不正式的“条约”，却“戳”

中了千万妈妈的心——同一个世

界，同一款孩子。拥有一个凡事

都爱喊妈的孩子，真是令人身心

俱疲呀。尤其是漫长的假期里，

妈妈必须工作，孩子需要学习，如

何提高双方的效率，将各自的责

任落实到位，的确是门需要下功

夫的学问。

有不少家长向我打听：合约

有效吗？孩子能够严格执行吗？

孩子喊妈的频率减少了吗？暑期

快结束了，你们的亲子关系还好

吗？

这份“不喊妈条约”内容并不

苛刻，我只是针对自己家庭的生

活情况，帮孩子梳理出一份生活

习惯守则，希望他能克服自身存

在的小缺点。订立“条约”的过

程，是和孩子一起商量的，是愉快

的。目的也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孩

子独立生活、思考、学习的能力，

更希望能借助这样一份“条约”，

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教育孩子

讲规则、守秩序。

有很多家长朋友，习惯围着

孩子转，凡事大包大揽，认为孩子

还小，觉得很多事情无关紧要，就

一味放纵孩子“随口应允，扭头就

忘。”面对许多原则性的问题，选

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点

滴小事的积累之下，孩子乐于享

受被安排、被包容，变得毫无责任

感。于是，总会听到家长们有类

似的抱怨：跟孩子说好动画片只

看20分钟，可时间到了却一拖再

拖，撒娇耍泼想要多看一集；讲好

出门只许逛，不能乱买玩具，结果

一进商场就驻足在玩具店里久久

挪不开脚步；放学路上答应得好

好的先写完作业再玩，可回家一

放下书包就磨磨蹭蹭，怎么也不

肯坐到书桌前……每当出现问

题，父母大为光火，一味斥责孩子

不守规矩。

我们总是轻易对孩子失去耐

心，怪他们不够独立、不勇敢、没

有毅力，是因为我们在育儿理念

上没有清晰的认知。我当然也遇

到过孩子出尔反尔的情况，当我

批评他时，他也向我发出“灵魂”

考问：“你不也是经常答应了我的

事情却做不到吗？”这让我意识

到，亲子教育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不仅仅是父母在教育孩子，孩子

也在培育父母。

口头上的承诺很容易抛到九

霄云外，那么落到纸上的契约是

最直观的——这是我跟孩子签订

“条约”的初衷。大多数父母习惯

把自己当成具有指派能力的甲

方，把孩子当成了必须配合完成

的乙方。但在契约式教育里，家

长和孩子是完全对等的关系。给

到孩子有效的鼓励和约束，帮助

孩子克服困难，这些都是家长必

须面对的功课。通过契约，拟定

规则，孩子能从自我的小世界中

跳出来，学会承担责任，学会从他

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学会理解对

方的感受。由此让亲子关系更加

和谐，我们有了更好的相处模式

——这是整个暑期执行“条约”

后，我最大的收获。

在爱里立规矩，我认为是为

了孩子将来人生更顺遂，一个敢

于兑现承诺，有担当的人，总是更

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而

比起优秀的学习成绩，比起广泛

的兴趣爱好，一段融洽的、互相信

任的、能无障碍沟通的亲子关系，

能让孩子一生都沉浸在品德教育

之中，笼罩在家庭温暖之中。

做父母是一场任重道远的修

行，愿我们都能修好自己的育儿

功课。

收到儿子从学校寄来的书签，金

属质地，上面有儿子学校的标志，很

精美。我和老公端详着，感慨了好半

天，孩子长大了，知道用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对家人的爱了。

之前他在电话里说：“妈妈，我快

递一枚书签给你，是我们学校特有

的，你爱看书，用得上。”语气里带着

些许的坚持和肯定。我欣然接受：

“谢谢儿子，快递好贵的，以后别再为

妈妈花钱了！”儿子开心地说：“放心

吧，您不是说过吗，该花的钱一定要

花。”这小子，把平时我教导他的话都

用上了。

前几日和闺蜜闲聊，得知了她

的些许暖心之事：她的儿子小长假

回来了，娘俩一起逛超市，结账时

闺蜜着急地在钱包里找着零钱，儿

子则站在身旁沉稳地安慰她别着

急；临回学校时，儿子还专门为爸

爸妈妈的瓷婚纪念日订了电影票；

开学后，母子俩通完电话，儿子总

是执意让妈妈先挂……说起这些点

滴小事，闺蜜感慨不已，孩子不知

不觉长大了，她已经感受到了儿子

的体贴和呵护。

闺蜜的话让我感同身受，曾几何

时，儿子还在我的怀里咿呀学语；曾

几何时，他背着小书包在幼儿园门口

跟我说再见；上小学了，有天晚上临

睡觉时，他忐忑地说，班主任让家长

明天去趟学校；升初中了，他一意孤

行留起时髦的长发，老师和妈妈大伤

脑筋；读高中了，每个周末儿子返校

时，我站在路口望着他的身影渐渐消

失在街角……

一幕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如

今儿子离开我们的怀抱，开始单

飞，从此，日子变成了电话这头我

们放不下的牵挂，“学校伙食吃得惯

吗？发几张照片来，让我瞧瞧你瘦

没瘦！”“和同学老师好好相处，有

什么不开心的事多和爸妈聊聊。”电

话那头一个大男孩暖暖的关爱：“天

冷了，多穿点！”“放心吧，我会照

顾好自己的，不用牵挂。”“饭菜都

挺好的，我吃得可饱了！一会发照

片给你！”“我挺好的！你和老爸照

顾好自己。这几天我又有好多收

获，可开心啦！”……电话里传来快

乐的声音，我感受着孩子的心情，

分享着他的喜悦，也传递着彼此的

关爱。

孩子和父母一起，学习着爱与

被爱的功课。是的，这门功课不简

单。父母之爱，就像一粒种子撒在

孩子幼小的心中，随着时光，悄悄

生根、发芽，长出嫩绿的枝叶，慢

慢生出一片阴凉。而我们在陪伴孩

子学习这门功课的过程中，也重新

领悟着这门功课的意义。被爱让人

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而主动去爱

则为世间创造温暖。爱的秘密不是

单程的爱，不是父母不求回报，毫

无保留地付出，而是让孩子在被爱

的过程中学会爱的回应。从一颗心

到另一颗心，爱如清泉，来来回

回，永无止息，这才是双程的爱，

这样的爱才有价值。走好这双程的

爱，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涓涓细流汇

聚成河，蓬勃入海的力量，才会让

我们看到落地生根，舒枝展叶，繁

花似锦的结果。

我最亲爱的孩子，爸爸妈妈和你

一起学习爱与被爱的功课！

家国情怀是国家认
同，也是人文底蕴

提到家国情怀，我们常常会想到

一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比如，陆游在

临终前所写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

祭无忘告乃翁”。顾炎武曾经发出的

呼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

些诗句饱含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和

责任感。我们也会想到一些英雄故

事，比如岳飞精忠报国、钱学森归国

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以及

在抗震救灾、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各

行各业的平凡英雄。

“这些诗句和故事都是培养孩子

家国情怀的生动教材。”在四川省心

理学会应用心理学专委会主任、四川

师范大学青少年生命教育与生涯规

划行动研究中心主任杨雪梅看来，家

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涵盖的内容是家国一

体、家国同构，将这些历史故事、经典

道理用在日常的陪伴和家庭教育中，

能激励孩子一代代地去传承和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国家认同。

“让孩子学习、理解中国文化与

历史的发展，学习先辈们的奋斗精

神，理性地认知国家现状，并为之奋

斗，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无论是学校、社区还是家庭都应

该重视起来。”杨雪梅说，我们今天生

活在一个文化繁荣、科技日新、艺术

精湛、物质丰富、人民幸福的时代。

一方面，我们要与孩子一起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现代文明与幸福生活；另一

方面，我们还要继承老一辈的优良文

化传统，并创造性地开拓未来。这就

需要家长在教育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以身示范，做好榜样，从小培养孩子

的家国情怀，让孩子对家国情怀有深

刻而全面的理解，才能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除了国家认同，家国情怀还包含

提升公民意识的时代价值。因此，家

国情怀不仅是简单的爱国，它还体现

在孩子的个人修养上。

以前，老师和家长在培养孩子时

更多地看重文化基础，而2016年提出

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把人文

底蕴放在了首位。人文底蕴包括三

个要素——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

美情趣，这些要素是提升孩子个人修

养的底色。成都七中育才学校银杏

校区党总支书记徐世勤认为，人文底

蕴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因此，要培

养孩子的人文底蕴，提升孩子的个人

修养，逐渐滋养孩子的家国情怀，需

要家长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地去浸

润。

文化自信在感受家乡
之美中生根发芽

我们每个人对故土、对家乡总有

独特的情感，家乡的地域环境，它承

载的资源，以及留下的璀璨文化，也

是培养孩子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的重

要途径。

比如成都历来就有天府之国的

美名，这座有着2300多年厚重历史文

化的城市，承载着一些什么样的名

片，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在周末、节假

日里去体验、探索、了解这座城市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把孩子带到我

们身边的城市里去感受历史古迹，去

接受文化洗礼，在这个过程里让他们

打开五官，感受这些地标建筑、城市

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教育故事，在孩子

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一颗种子，这颗

种子就是爱自己，爱家人，爱身边的

人，爱这座城市，爱这个社会，然后爱

这个国家，从而更加努力地去学习、

成长，为家乡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

量。”杨雪梅说。

作为一名历史老师，徐世勤平时

特别喜欢带孩子去逛身边的博物馆，

从历史文物故事中培养孩子的家国

情怀。“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场域，更

重要的是能够还原真实的场景，给孩

子感知性的认识。博物馆多元的文

化和丰富的内容，足以让孩子得到精

神上的富养。”徐世勤说。

四川省内的博物馆徐世勤几乎

带孩子逛了个遍。比如遂宁的宋瓷

博物馆，拥有四川境内发现的价值最

高，藏量最大的宋瓷，是宋朝龙泉

窑精美瓷器的集大成，在这里，可

以充分了解瓷器的历史。还有金沙

遗址、建川博物馆、四川省博物

院、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

等等，当然还有现在正火的三星堆

博物馆。徐世勤说，给孩子讲讲这

些博物馆展品背后的故事，能增强

孩子的文化自信，让孩子更加热爱

自己的家乡。

家长们还可以带孩子去新都桂

湖，看一看明朝时期四川唯一的状

元杨慎的故里，读一读他那首著名

词作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去眉山的三苏祠，学一学“三苏”

的家风家训，怎样从小培养孩子的

人文积淀，苏洵和他的夫人程氏给

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去看看李

白的故里江油、杜甫曾生活过的草

堂……徐世勤认为，不断地给予孩

子文化浸润，提升孩子的爱国情

怀，最终达成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

的文化认同。

良好家风，在生活细
节中滋养家国情怀

爱国不是空洞的说教，它是身边

人、身边事，它关乎我们每一个家庭

的建设。“我们通常说的妈妈的味道、

父亲的背影，姊妹情深，血浓于水，其

实都是来自家庭的温暖与爱，从而形

成我们对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所在的

故乡的眷恋与向往。”杨雪梅说，如果

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健全的家庭

里，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家人给予

的接纳、关心和爱，他就会有安全

感、归属感、恰切的依恋感，就会

形成健康的自我，他们在成长的路

上才能更好地展开双翅，自由飞

翔。反之，如果孩子从小生活在一

个冷漠的、忽视的，甚至敌对的家

庭里，很难爱自己、爱家庭，也常

常无法面对成长过程中各种复杂的

人际关系和外界的挑战。从这个层

面来看，家国情怀的培养要回归家

庭情怀，建设和谐的家庭关系，营

造安全、舒适的家庭环境，让孩子

在家庭中感受到满满的关爱。

安全、舒适的家庭环境如何营

造？比如，孩子长大了，他可以拥有

一个独立的、可以上锁的房间；他可

以自己去规划和安排一些课余的时

间；在家中，他可以充分、自由地发表

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家庭里成

长的孩子，从小就有满满的自信，即

便未来在学业上、在人际关系上、在

生活中遇到困境，他们也能突破这些

难关。

杨雪梅还给家长们提出了几个

具体的建议。首先，要让孩子感觉到

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接纳的，是在家人

的爱和细心呵护中成长的。要让孩

子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父母一定

要停止随便把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

做比较。其次，要注意关键期的教

育。大多数时候，家长可以采取民主

平等甚至偶尔放任的教养方式，但孩

子的几个成长关键期值得家长重

视。比如，幼年时期要“不离手”，青

春期要“不离眼”，多跟孩子积极互

动，同时也要对孩子有适当的要求跟

期待。第三，要给孩子参与生活的机

会，让孩子学会自理、自律、自立，热

爱自己所拥有的。父母不可能陪伴

孩子一生，孩子总要独自面对自己

的生活，所以，家长要学会放手。

杨雪梅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

便选择了放手让孩子自己去上学。

但这个放手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她

“跟踪”了孩子3天，看孩子怎么乘

坐公交车，下车之后怎么走路到学

校。在放手与“跟踪”的过程里，

她会观察孩子可能会有哪些不适

应，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然后跟

孩子交流，告诉他在什么情况下要

和大哥哥们同路，什么情况下要防

范一些安全风险。

生活即教育，家长不要以为孩子

参与家务、孩子自我创造、孩子玩的

一些创造性的游戏是在荒废时间，虚

度光阴。相反，这些对孩子来讲，正

是在用生活来进行自我成长的教

育。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关注身边

人、身边事，这些生活点滴都是培养

孩子家国情怀的生动课堂。良好的

社交能力、创造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孩子必备的生

存能力，杨雪梅提醒家长，在重视孩

子学习的同时，也不要忽略让孩子把

书本知识高效地转化成生活必需的

能力。

爱与规矩爱与规矩
并行并行

■ 张露

奔赴双程的爱 ■ 王丽丽

将家国情怀将家国情怀““种种””进孩子心里进孩子心里
■ 本报记者 周睿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不仅是家长和孩不仅是家长和孩

子旅行子旅行、、放松的假期放松的假期，，也是孩子们感知家也是孩子们感知家

国情怀的重要时机国情怀的重要时机。。

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本内涵之一本内涵之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

家国紧密相连家国紧密相连。。让孩子了解祖国的大好让孩子了解祖国的大好

河山河山、、风土人情风土人情，，从小建立起爱国情怀从小建立起爱国情怀，，

长大后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长大后才能成为一个有担当、、有格局有格局、、有有

大义的人大义的人。。家长如何在生活中以润物无家长如何在生活中以润物无

声的方式滋养孩子的家国情怀声的方式滋养孩子的家国情怀？？两位老两位老

师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师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培养孩子的家国情培养孩子的家国情

怀怀，，教育活动和生活影响同样重要教育活动和生活影响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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