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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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儿子 4 岁了，从嗷嗷待哺到凡

事都有自己的态度，我渐渐领悟到孩子

才是自己成长的主角。

儿子一岁时很喜欢听英文儿歌入

眠。其中一首叫《五只小猴》，告诫孩子

们不要在床上跳，容易受伤，我一边唱，

一边把歌词情景表演出来，本想借机教

孩子学唱英文歌，儿子却被我浮夸的表

演逗得大笑，然后踉踉跄跄地模仿我在

床上跳，这真让我哭笑不得。由于儿子

每次听到这首歌就笑，一次家庭聚会时，

我唱起儿歌逗儿子，出乎意料，儿子一本

正经地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歌声开始

舞蹈。儿子无师自通，每一下跺脚都刚

好踩在节拍上，歌曲最后的伴奏是“嗒当

当”，他还应声甩了甩头，有板有眼，像是

排练过一样，惊艳了在场所有家人。我

把这段舞蹈视频存储到云盘时，在备注

中写道：“儿子，妈妈想教你唱歌，你却自

学了舞蹈；妈妈想传递你的笑容，你却能

以自己的方式让大家笑得开怀。妈妈第

一次意识到，即便你很年幼，却不是妈妈

手中的橡皮泥，可以按我的心意塑造、定

型，你是天马行空的精灵，常常制造出意

想不到的快乐。妈妈会把成长的主动权

交给你，因为妈妈期待你的人生不是简

单的复制，而是挥洒自如的原创！”

儿子 3 岁时很爱吃鱼。一次，我夹

起一块刺较多的鱼肉，刚到嘴边，儿子就

用他的勺子把我夹着的鱼肉打落，理直

气壮地说：“妈妈不许吃，留给我吃。”我

对他的自私举动很生气，当即告诉他不

能吃独食，要懂得分享。儿子不解地看

着我，我脑中瞬间闪过“孔融让梨”的故

事，就给他讲了一遍。儿子听后仍自顾

自地大口吃鱼，吃完就跑去玩了。我有

些气愤，儿子拿我的话当“耳旁风”

了。过了一个月，他说要吃草莓，抓起

一颗最大的草莓便跑到水龙头下冲洗，

随后把水灵灵的草莓捧到我嘴边，说：

“妈妈吃。”我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

主动分享。我的惊讶里混合着猝不及防

的喜悦，就像草莓饱满的酸里渗透着丝

丝的甜。儿子又忙着接二连三去洗草

莓，分别捧给奶奶、爷爷和爸爸吃。我

问他为什么分草莓给大家，他像背课文

似地说：“我还小，应该吃小的，大的

留给大人。”我既感动又惭愧，之前误

会孩子“不听话”，那一刻，好想对他

说：“孩子，有时总觉得你顽皮不听

话，其实是妈妈心太急。你会在我不舒

服时，问我需要吃药吗，并给我端来一

杯水。我才知你已经学会了关心体贴

人。妈妈曾以为所谓教导就是剪去枯

枝、立竿见影，却在养育你的过程中明

白，教育只是播种，是做三四月的事，

七八月自有答案。你的开窍，就像有一

天地里突然冒出一朵花来，让我对岁月

的美丽深深感恩。”

孩子，你会一天天长大，愿你每天安

好愉悦，像现在一样总把“好玩”挂在嘴

边，善于发现平常生活中能让你报之一

笑的趣味和美好。孩子，成长是你的舞

台。你是满心欢喜地奔向你心中目标的

箭，我则是背后支撑你起步的弓。愿你

勇往直前，快乐如风。

儿子今年 8 岁，我发现他花

钱有些大手大脚，有时候还很浪

费，这让我很担心，于是，我决定

要根治儿子的这个毛病。我想了

想，决定给他办个存折，通过这样

的方式来培养他存钱的习惯，同

时让他知道钱来之不易，花钱要

有节制。

我带儿子去银行办了存折，

写他的名字，把他剩余的零花钱

全部存了进去。存折，对于一个8

岁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

事物。儿子对存折很感兴趣，拿

着存折爱不释手，还特意在存折

上贴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说是如

果存折丢了，还能找回来。

不过，新奇劲儿也就那么一

会儿，没多久儿子就烦了。毕竟

手里没有现金，想要花钱只能向

我申请，我先垫给他，然后从他的

存折里扣。儿子觉得不方便，想

要废除存折制度。我告诉儿子，

钱存在银行，还有利息，他的钱会

变多，以后就可以买更贵的玩具

了。这一点打动了儿子，让他坚

持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适

应了这种方式。每次想要买东西

的时候，他都会先看看存折上的

余额，然后决定是否要买。有一

次，他想买一个玩具，看到存折上

的余额后，放弃了购买的想法。

他跟我说：“爸爸，我本来想买那

个玩具的，但是一看存折上的余

额，我觉得还是先存起来吧，好不

容易存了这么多了，而且，我也不

是特别想要那个玩具。”我听了之

后很欣慰，我知道他已经有了好

的转变。

以前，他总是喜欢买一些没

用的东西，现在他更注重实用性

和必要性了。儿子存钱，并不代

表他变得抠门。我告诉他钱要花

在刀刃上，他觉得这笔钱应该

花，花得有价值的话，可以毫不

犹豫地去花。于是，当他的好朋

友过生日的时候，儿子取了一笔

钱，给朋友买了一个漂亮的生日

礼物。朋友很开心，儿子也很开

心，他们两个的友情更深厚了，

儿子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花得

很快乐。

给儿子办存折，就是为了培

养儿子好的理财、花钱习惯，扭转

铺张浪费的消费理念。现在的孩

子，大都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

对于钱也没有什么概念，因此特

别需要培养与教育。

通过这件事，我也意识到，家

庭教育需要耐心、细心地引导孩

子，避免单纯地说教，要让他们自

己在生活中感悟，逐渐养成正确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爱自己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不

要因为别人犯错，让自己不开心。

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很不划算。

要像太阳一样温暖自己，才能更健

康、更快乐！

——李知一 7岁

爸爸经常陪我运动，给我做各

种美味的食物；妈妈每晚给我讲故

事，睡前亲亲我、跟我说晚安，都是

爱我的表现。

——何梓婵 7岁

同学约我一起运动，我想留在

教室，抓紧把借来的书看完，她不会

因此生我的气；我上体育课中暑时，

同学们有的扶我去阴凉处、有的给

我递水，还有的去医务室给我取来

降暑药。这些都是同学之间互敬友

爱的表现。

——何梓萌 11岁

爱自己就是接纳自己的全部，

随时保持好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以去野外放松，或者吃一个冰冰

凉凉的西瓜、安静地读一本喜欢的

书、和喜欢的朋友玩耍。

——李欣芮 8岁

无条件信任我，是爸爸妈妈爱

我的表现。在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一起面对、一起学习。

我们亦师亦友，无话不谈。

——王亦辰 11岁

爱自己就是包容自己，当自己

做不到某件事时，能够坦然地接

受。爱自己也表现在相信自己，但

我有时还做不到这点。

——林芷晴 7岁

爸爸妈妈的爱无处不在：当我

在学校受了委屈时，最担心、最着急

的是爸爸妈妈；当我不小心摔倒，最

心疼的是爸爸妈妈；当我懂得感恩

的那一刻，最感动的还是爸爸妈妈。

——徐瑞琪 12岁

妈妈喜欢抱抱我，亲亲我；爸爸

因为我学会了扎辫子，扎得特别好，

每次都有人夸我的辫子好看，我心

里好开心，像吃了蜜一样甜。

——王子一菲 7岁

有一次，学校组织“交换心里

话”活动，妈妈在给我的信里写道：

“爸爸妈妈很普通，可能没法给你最

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会给你所拥有

的全部。”平时，爸爸妈妈从不吝惜

给我花钱，但对自己却很节省。对

于我想体验、尝试、学习的东西，他

们也会尽可能地给我创造条件。这

些都令我笃信爸爸妈妈对我的爱。

——林语萱 14岁

有一次，我不小心听到妈妈和

一个阿姨聊天，聊到我想要一个很

贵的键盘，阿姨说不能惯着孩子，买

个能用的就行。妈妈却反驳她，如

果其他孩子都有，而我没有，我心里

会不舒坦。妈妈平时很严格，总和

我说不要攀比，没想到她会默默维

护我的体面，令我很感动。

——池子昂 12岁

我们家每天晚上都很有爱。晚

饭后，我们会一起在餐桌上“写作

业”，父母有时加班、有时上网课学

习，偶尔偷偷看综艺。我很喜欢爸

爸妈妈陪伴我的感觉，每天的作业

我都写得很快，而且很开心。

——曹宇琳 10岁

陈老师很爱我们，大家都叫她

“陈妈”。一次睡完午觉，有个同学

的一只鞋怎么也找不到了，陈老师

便拿出她的拖鞋给同学应急，男生

穿碎花拖鞋很滑稽，教室里一下子

变得非常欢乐，我感觉陈老师更像

我们的“妈妈”了。

——陈玫玫 12岁

我平时不爱主动和别人聊天，

妈妈说我太内向了，但是肖老师给

了我很多温暖，她第一次见我就记

住了我的名字，还会主动和我打招

呼、聊天，我特别喜欢上她的课。

——魏春晓 14岁

我会通过分享好吃的零食来表

达爱，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特别爱

吃的。我自己一个人吃的时候就会

想到喜欢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他们

也喜欢吃，我会更加开心。

——诺诺 8岁

我觉得陈婉宁是我身边最有爱

的同学，和陈婉宁做同桌以后，她经

常邀请我加入她和伙伴们的聊天和

游戏，每次我说话的时候，她都会提

醒其他人认真听，不要打岔，我觉得

她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蒙思雨 9岁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让孩子做成长“主角” ■ 李冬雪 我给儿子办存折 ■ 吴昆

编者按
“爱自己”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孩子需要在生活和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反馈，一点一点地学

习、累积这项能力。让孩子体会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让孩子学会正确地爱自己与爱他人，让孩子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是最
重要的家庭教育。在“5·25”心理健康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和孩子们聊一聊“爱自己”这个话题。

“““我知道什么是爱自己我知道什么是爱自己我知道什么是爱自己!!!”””
你认为什么是爱自己？体现在哪些具体事例中？在你看来，爸爸

妈妈、朋友、同学的哪些行为是爱你的表现？听听孩子们怎么说。

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

却并非所有父母都熟知“爱的表达

式”。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在看待

爱与表达爱上有着很大差别，有时

甚至会出现一定的“错位”。本期，

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攀枝花市第七中学心理健康教研组

组长、德育和艺体科副科长江珊珊，

指导家长学习爱的表达艺术，在“自

爱”的前提下，与孩子共同成长。

看见：爱你所爱
“从小，每当我们意见不同时，

妈妈都会提高分贝，很大声地和我

讲话，直到我向她低头。”高二女生

悦悦（化名）表示，她知道妈妈给她

的爱不曾有一分保留，但她仍羡慕

别人与他们的妈妈互动时，那种亲

密的幸福。

“父母表达爱与孩子感受爱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是一种客

观存在的差异，源自于成人与儿童

生活经历、认识能力以及情感理解

的不同。”江珊珊指出，儿童视角

里的爱出自本能，他们通常更容易

感受直接、纯粹的爱的表达，如拥

抱、亲吻、积极话语等；而成人的

想法更加复杂，父母对爱的理解中

还夹杂着责任、承诺、对未来的思

考等，所以爱的表达常常也带着

“顾虑”。受成长环境与文化语境的

影响，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更为内

敛和隐晦。

在差异中寻求一致，需要彼此

“看见”。爱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

每个家庭的相处模式也不尽相同，

所以，在“语法”上，并无对错之分。

关键在于亲子关系中，“爱”是否能

顺畅流通。

家长不缺“爱心”，缺的是“爱

能”。江珊珊解释：“爱子之心毋庸

置疑，爱的能力需要培养。对家长

而言，需要更主动地向孩子靠近，俯

下身子看孩子的世界；尽可能地去

了解孩子，把握每个阶段孩子的身

心发展规律；以儿童理解、喜欢的方

式来表达自己的爱，用更温和、宽容

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向的沟

通也越来越重要，家长可以适当与

孩子分享自己的思维过程，帮助孩

子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原因。即使

有时候“爱”没能以孩子期待的方式

出现，他也能够换位思考，在真实表

达自己感受和需求的基础之上，建

立起更为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

表达：直接说爱
家长的言语表达对孩子的情感

发展、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于未来

的期待都有很大的影响。在爱的表

达上，“换个说法”常常能带来很大

的不同。江珊珊为家长们提供了具

体的参考建议：

首先是“爱的称呼”，称呼的亲

昵或生疏可以标记关系的远近。江

珊珊认为，彼此有爱的昵称，有助于

家庭温馨和谐氛围的构建。“我不建

议家长在家中直呼孩子大名，这样

感情的色彩稍微少了一些，多了几

分距离感。家长可以多用‘乖女儿’

‘好儿子’或孩子的乳名称呼他，这

是亲子间的特有称呼，孩子会从中

感受到‘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在

他们眼中是特别的’，他的安全感、

幸福感、归属感也会增强。”

其次，建议家长变“含蓄”为“直

接”，尤其是在表达赞美和鼓励的时

候。俗话说“刀子嘴豆腐心”，大部

分家长擅长直接、犀利地批评孩子，

但夸奖的话却难以启齿，这会让孩

子觉得自己总是“被挑剔”。江珊珊

建议家长，要学习直接地跟孩子表

达自己的爱。比如，“宝贝，我好爱

你呀！”“妈妈想你了！”“真厉害，妈

妈怎么这么喜欢你呢！”这些表达看

似肉麻，却能强化“被需要的感觉”，

让孩子感受到爱的温暖。“支持和鼓

励也不能少，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

的进步，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这

样他才会变得越来越好。”江珊珊

说。

需要注意的是，家长在表达“爱

的话语”时，要实事求是，不能敷衍

了事。“要根据事件与行为具体地表

扬孩子，大而空的夸奖会让孩子盲

目自信，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江珊珊提醒家长，跟孩子沟通时，要

自然、真诚，避免生硬、空洞、矫揉造

作，还要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和性

格特点不断调整，这需要家长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

赋能：充分自爱
自我成长是每个人一生的课

题，家长需要意识到“学习”与“成

长”不仅仅是孩子的事，身为家长，

同样有发展的需求和关注自己的必

要。“一个爱自己、懂得学习的家长，

才能培养出懂得爱、向上成长的孩

子。”江珊珊表示，有的家长会在孩

子身上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忘

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丢掉了自

我，实非一个好的示范。

“一个人充分地爱自己，才能够

更好地去爱别人，家长学会自爱，首

先要做回自己。”江珊珊提醒家长在

教育孩子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给自

己留一些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来放松身心，以更松弛、快乐的状态

和孩子相处。这样，不仅能为孩子

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还能发

挥榜样作用，让孩子意识到学习是

一个自发的过程，即便没有考试，人

也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与进步。

爱自己还体现爱生活上，享受

生活所赋予的一切，感受每一天的

喜怒哀乐。因为忙碌的工作、琐碎

的家常，很多家长忽视了生活中各

种各样的体验，一餐一饭、一草一

木中都可能藏着快乐的因子，“家

长要学会留心生活中的点滴幸福与

美好，它们才是好好生活下去的原

动力。可以通过在生日、节假日、

纪念日等时间节点营造家庭‘仪式

感’，来增进彼此的感情，这也有

助于孩子形成健康的情感表达方式

和接受能力。”江珊珊认为，家长

也应该学会赞美和奖励自己，用稳

定的情绪引导孩子。如此，孩子才

能主动地关爱自己和他人。“因为

在家中培养了足够的价值感，孩子

会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也更愿意在

有需要时向他人伸出援手；因为有

较强的同理心，孩子能做到尊重和

理解他人，能够更好地化解矛盾，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江珊珊

说。

爱的表达式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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