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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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老公这段时间工作忙，晚上需要加班，单

位离家远，就住那儿了。家里就一个快到更

年期的我和一个已经青春期的女儿。

一个周六的晚上，快 10 点了，我到女儿

的房间，嘱咐她早点休息。正打游戏的她，极

不耐烦地说：“知道了。”

当我准备退出去时，女儿又来了一句：

“真麻烦，管得真宽。”

我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你都初二了，

玩游戏还有理了？再顶嘴，手机没收了。”

女儿立刻嚷了起来，说：“我都辛苦一周

了，玩会游戏怎么了？你累了的时候还刷短

视频呢？”

我们娘俩吵起来了，她嘴里居然飙出一

句脏话，气得我踹了她一脚，她也意识到自己

不应该说脏话，没再言语。我气急败坏地甩

上门，拿着车钥匙出去了。

我坐在车里，觉得自己太失败了，让一个

孩子挑战了底线，太伤心了。我天天跟老妈

子一样，洗衣做饭、接送上学，这孩子太没良

心了。我越想越伤心，居然泪流满面。

我给老公打电话，哽咽地说了我和女儿

发生的“战争”，要求他务必回来解决问题。

老公说：“我跟主任打个招呼，你现在来接我

吧。”

于是，我开车来回一个小时，把老公接回

家了。

一进家门，我就钻进卧室自我疗伤去

了。我听到老公敲女儿卧室门，说：“涵涵，你

换好衣服，来厨房里，跟我谈谈吧！”

待女儿进了厨房后，他们说话的声音传

过来。女儿说着事情的经过，老公给她分析，

说：“你都这么大了，应该懂事了，我不在家的

时候，你应该多帮你妈做些家务，而不是跟你

妈顶嘴吵架，做人得学会感恩，知道不？你应

该怎么做，你说吧。”

女儿说：“爸，我错了，我去跟妈妈道歉。”

女儿推开我的卧室门，说：“妈妈，对不

起，我错了。”

我还在气头上，说：“我不接受你的道

歉。”女儿蔫蔫的，关上卧室门出去了。

没过几分钟，我突然闻到一股火锅的味

道，循着味道去了厨房，好家伙，老公正要涮

火锅呢，他这一会儿工夫，菜洗了，调料也拌

好了，锅里的羊肉翻滚着，太香了，我二话不

说，拿了个碗，倒了调料，就开吃了。

女儿见我们吃得香，也赶紧坐下来吃。

老公夹了一大口羊肉，一脸满足地说：

“我早就想这口了，这几天单位食堂的饭不

香，今天下午的饭更不香，我都没吃饱，可想

吃火锅了，正好你开车来接我，我可算能解馋

了。”

在火锅的热气中，我也大口地吃着，刚才

那难受得嗓子眼都堵住的感觉，一下子就消

失了。

老公说：“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

了，今天女儿虽然做得不对，不应该顶撞你，

但是咱女儿说了，她是写了半天作业，才玩一

会儿游戏，这也可以的，放松放松嘛！”

女儿也赶紧说：“妈妈，我以后不跟您顶

嘴了，我错了，对不起。”

我想到回家路上，老公劝我，“咱女儿已经

14岁了，是大姑娘了，不能像小的时候那样管

了，你跟她多沟通，别老凶巴巴地命令她，你们

俩吵架，你也上火，她也上火，犯不上呀！”

想到这儿，我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下不

为例。”

女儿主动给我夹了羊肉，老公也给我俩

夹了不少，他说：“多吃点，吃饱了，就都开心

了。”

就这样，一场母女之间的“战争”，在一顿

热腾腾的火锅里，“停战”了。

过后，我也深刻地检讨了自己，虽然现

在都说，青春期的孩子撞上更年期的母亲，

谁怕谁呢？但是今生能成为母女，也是一种

缘分。

想到女儿 3 岁的时候，我下班回家，

母亲带女儿去车站迎接我，见我下了车，

女儿老远就跑过来，边跑边呼唤着：“妈

妈，妈妈……”

待我蹲下来，抱住小小的她时，满心的

欢喜，满脸的感动，我当时的愿望是，只要

女儿健康快乐长大就好。但是，时隔多年，

我却越来越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总是觉

得女儿不够努力，学习成绩一般，比不上别

人家的孩子。明明我自己就是普通的人，我

为啥那么严格要求女儿呢？让她失去了很多

快乐。

好在老公及时开导了我，他用他的教育

方式，让女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让我检讨

了自己。

今后的日子还很长，我会多思考与女儿

相处的方式，青春期的孩子与更年期的母亲，

不是说谁得怕谁，和谐相处才是赢家，就像老

公说的，咱一家人都爱吃，一顿火锅解决不

了，那就两顿火锅吧！

篮球训练营里，我和儿子的呼

吸声与篮球拍打地面的节奏声，交

相呼应。

最初的时候，孩子力气很小，他

还投不进高高的篮筐。参加几次训

练后，他想放弃。一次训练结束，他

一脸委屈地说：“爸爸，我们不参加

篮球训练了吧，我都投不进，感觉好

没意思。”我带他来学习篮球，是希

望能在他成长的路上添上一笔难忘

的记忆，但现在，他却说他不想练习

篮球了。我想，我得在篮球场上帮

他找到锻炼的乐趣，找到篮球的魅

力。

后来，他训练时，我在旁边跟

着学习，看教练教他如何控球、如

何在运球中寻找节奏、如何在防守

时保持低姿态。他的每一个动作都

很笨拙，只要动作相对规范，我就

在旁边冲他竖起大拇指。有时，他

得到教练的表扬后，还跑过来和我

击掌。这些简单的动作，不仅是篮

球技巧的学习，更是对孩子意志的

磨炼。

篮球训练营的课程，每周两

节，分别在周末。星期一训练营的

教练晚上要开展教研活动，除此之

外的时间，学员都可以去室内篮球

馆训练。我便在除周一外的时间，

每天傍晚都去篮球馆陪孩子训练，

我们练习运球、定点投篮、攻防

等。有时候，我会故意让着他，让

他在比赛中小胜一筹。看到他脸上

洋溢的笑容，那份得意和自信，我

知道这比任何语言的鼓励都要有

力。篮球，成了我们之间沟通的媒

介，也成了他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标

记。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某天，我

再次陪着孩子来到篮球场，发现他

能投进高高的篮筐了，并且命中率

还不低。

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篮球

心有排斥了，对篮球的兴趣越来越

浓厚。甚至有天傍晚，感觉要下雨

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和他去打篮

球。他一边拿水杯，一边坚定地告

诉我：“爸爸，我们要风雨无阻。”

从那以后，篮球便成了我和孩

子生活的一部分。教练组织他们进

行小组间的对抗赛，每一次投篮，孩

子总是全力以赴，小小的身影跃起，

双手投出球的那一刻，眼中闪烁着

坚毅和希望。他把篮球投进篮筐的

那一刻，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欢

呼。而篮球有时无情地弹筐而出，

有时又顽皮地从篮筐间穿过，仿佛

在告诉他，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意外

和惊喜。

有一天，比赛时，在抢球的时

候，他的手被其他小朋友抓了一道

口子，我在离他很远的地方，看着

他向教练哭诉，然后又在教练的安

慰中重返赛场。还有一次，他们小

组输了球，被罚集体做俯卧撑，做

完俯卧撑后，又坚强地回到球场

上，最终反败为胜。是篮球教会了

他如何在比赛中尊重对手，如何在

失败后重新站起。而这些，不仅仅

是篮球的意义，更是生活的缩影。

我希望他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像

在篮球场上一样，勇敢、坚韧、不

懈。

傍晚时分，我和孩子又去篮球

馆练习。我看着孩子的汗水顺着额

头滑落，那专注的眼神如同最明亮

的星辰，照亮了我内心的某个角

落。篮球场上的时光，是我与孩子

共同编织的回忆。每一次进球后的

击掌，都是父与子情感的交流，是心

与心的碰撞。我知道，不久的将来，

孩子会去远方翱翔，而这段陪伴孩

子打篮球的日子，必将成为他心底

最坚实的力量。

篮球场上的温暖时光，是我给

予孩子的爱，也是孩子给予我的幸

福。在这里，我们不仅分享着篮球

的快乐，更传递着父子间的默契与

爱意。这是一段简单却宝贵的时

光，它让我们的生命因篮球而变得

更加丰盈和美好。

更年期妈妈
撞上青春期女儿

■ 夏雪飞

篮球场上的温暖时光 ■ 赵仕华

“孩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活动

现场，吕红霞邀请家长们在开

心、期待、平静、紧张、焦虑等描

述词中选择最贴合自己内心感

受的词语，不少家长选中了焦虑

与担心。“我很期待孩子的成长

与蝶变，但期待之中难免也有不

安，会担心他去不了理想中的学

校，也会担心他读初中后，成绩

上落后于人。”一位妈妈说出了

大多数小学高年级段家长的心

声。从小学进入初中是孩子成

长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多

数家长也是第一次面临孩子“小

升初”的过渡与适应问题。择

校、辅导、监督……在孩子们体

会到升学压力前，家长们的担忧

似乎已先行一步。

吕红霞肯定了家长们未雨

绸缪的意识，不过她也指出：“别

低估了孩子觉察情绪的能力，即

便大人不说，他们也有所感受。

家长的心情不管是焦虑、压力，

还是平静、期待，都会传递并影

响孩子。”对此，她提醒家长，良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孩子以

怎样的状态进入初中，会影响甚

至决定他们整个初中阶段的生

活质量、学习质量。

不过，光有对孩子的关心、担

心，并不足以帮助他们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迎接新生活。为了帮助

家长反观、自省，吕红霞分享了一

份她对孩子们做的小调查。调查

中，孩子们需要填写“提到初中生

活，爸爸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结果显示，“要好好学习，多

多努力。”“初中更难，不要掉以轻

心，小心跟不上。”是孩子们最常

听到的告诫，而调查榜单上加油、

鼓励的话语却只有寥寥几句。

“身为家长，我们总觉得自

己一门心思为了孩子，却并没有

给孩子真正需要的。”吕红霞也

向 家长们展示了孩子的心声

——“希望爸爸妈妈能尽量少批

评我，我已经很努力了。”“请别

给我太多压力。”“我想家里能有

一个好的学习氛围。”……对此，

吕红霞指出，“小升初”的平稳过

渡是对家长心态的考验，不急不

忙才能做到准备有方、衔接有

序，让家庭教育真正助力孩子的

成长。

“小升初”不仅是孩子学习

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他们

身心发展、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等方面的关键成长期。“衔接准

备得越充分，我们才能够更有效

地去应对孩子在初中可能会出

现的各种状况。”吕红霞以一个

初二孩子家长的身份谈道，“家

长需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与更

长远的规划，支持、陪伴孩子的

全面发展。重视孩子的学习，更

要重视他们学习的习惯、学习的

兴趣、学习的精神，而非仅仅做

成绩上的要求、知识上的填补如

此简单。”

平稳度过“小初衔接”期

家长要做孩子的支持者和同行人家长要做孩子的支持者和同行人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孩子进入小学高年段，“小升初”的衔接与过渡成为了许多家长关心和担忧的问题。3月16日，成都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德育教研员吕红霞在成都市泡桐树小学西区分校，为家长们讲解了“小升初”衔接教育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支持、帮助孩子做好过渡期的准备。

当孩子的角色从小学生“升

级”为初中生，他们不仅即将跨

入初中的大门，还将步入成长中

“巨变”时期——青春期。此时

孩子的身心发展都更趋近于成

人，其心理特征呈现出既幼稚又

成熟、既独立又依赖的状态。中

学对他们而言则几乎是一个全

新的世界，新的人际关系需要建

立、功课增加了、行为规范的要

求也与以前不同，他们需要适应

的是新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此，吕红霞指出，为孩子

做好心理准备十分重要。

具体而言，家长要认识到

孩子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如逻

辑思维能力的增强、理性逐渐

大过感性、自我意识坚定等。

此时，家长需要学会在教育中

“留白”，给予孩子试错的机

会、锻炼的空间。

同时，孩子在这个时期的主

体意识与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明

显的发展，从被动接受，转向主

动承担，吕红霞提醒家长把握好

教育的契机，借此机会让孩子明

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她不提倡

“用物质奖励分数”的做法，因为

这样做会干扰孩子的学习动机，

把目标变得更加功利化。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找

寻自我的价值、思考存在的意义

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家长切

忌“以成绩衡量孩子”或是拿孩

子与同龄人比较，这不仅会造成

孩子自我价值感的缺失，还会影

响他未来价值判断的方式。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发

现，当孩子产生烦恼或遇到困难

时，他们第一时间去寻求帮助的

人往往不是父母，而是身边的同

学、朋友。”吕红霞解释道，“家长

爱孩子，却没有走进孩子心里。

教孩子将心比心远胜过对他们

耳提面命。”孩子处于情绪不稳

定和经常冲动的阶段，更需要家

长以耐心伴成长，通过对自己情

绪的调控教会孩子做情绪的主

人。

吕红霞提醒，面对新环境、

新压力，孩子们的适应速度、适

应程度有所不同是一件很正常

的事，家长要允许孩子“走慢一

点”，并帮助他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生活节奏。其中身体健

康、心情愉悦是很好的“催化

剂”，从一顿能量早餐开始，从每

天的亲子运动做起，调动孩子的

精神状态，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

学习、生活习惯，让他们对一切

新变化充满期待。

“在当下的时间点，家长不

妨利用周末的时间，带着孩子去

看看他未来可能会就读的学

校。让孩子也参与到选择中

来，同时提前熟悉周边的环

境，消除陌生感，增强亲密

度。”吕红霞建议。

“孩子的问题，首先是家长

的问题。家长的问题解决了，孩

子很多的问题都能解决。”如何

精准定位孩子所需、为孩子提供

科学指导与帮助，吕红霞认为，

“家长需要自己先做好准备。”

“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全

面、客观地了解信息是破解迷茫

的第一步，继而才能找到通向未

来的方法和路径。吕红霞指出，

家长需要了解的内容有很多，如

最新的相关政策，包括区域的总

体要求、学校录取的标准；又如

学校的基本情况，不同学校各有

其办学特色和优势，家长可以多

方比较，以最有利于孩子的个性

发展与学习需求为标准，选择适

合孩子的学校；同时，与时俱进

是永远的要求，只有密切关注社

会动态，对未来行业发展、职业

方向有一定评估和了解，才能真

正做到心中有数。

“身为家长，我们最容易踏

进的误区便是关注孩子而忘了

自己。”吕红霞分享了自己的家

庭教育观与现场家长共勉，“做

父母是我们一生的修行，所谓的

准备不是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某一个阶段做准备，而是陪伴他

长大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在做准

备。”而最好的准备就是用不断

的学习填补未知。家长们总是

关心孩子的“学习问题”“成绩问

题”，与其不断唠叨、替孩子着

急，不如做孩子的榜样，拿出爱

学习的态度。

所谓“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父母对孩

子的影响亦是如此。吕红霞举

例道，曾有家长吐槽自己的孩子

叛逆、乖戾，原因是孩子总是花

很长的时间洗澡，他觉得孩子是

在浪费时间，于是，有一次，一气

之下直接把水关了，强行“喊停”

洗澡环节，本以为会使孩子“长

记性”，不料孩子扭头和他说：

“等你老了，我也在你洗澡洗一

半时，把水给关上。”

事情以家长批评孩子“不

识 好 歹 ” 告 终 ， 吕 红 霞 却 认

为，这对大多数家长而言都很

有教育意义。“好的关系胜于好

的教育。”她指出，“孩子在各

个 方 面 都 是 比 成 人 弱 小 的 存

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成人可以

随时凌驾于孩子之上，要让孩

子 拥 有 处 置 自 己 事 情 的 决 定

权，在家庭事务中的参与权。”

吕红霞建议家长坚持“少说多

做”的原则，遇到问题，方法

先行，而不是对着孩子进行一

顿 劈 头 盖 脸 的 情 绪 输 出 。 毕

竟，只有内心足够强大，做到

诺不轻许、言出必行，泰山崩

于 前 而 色 不 变 ， 敢 于 直 面 挑

战、迎难而上，才称得上孩子

心中“可靠的大人”。

好的关系胜过好的教育

提前准备不等于提前焦虑

迎接变化，拥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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