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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而不宠，理解孩子内心世界
家长应该理解和共情孩子，

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更多关注

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需求，从

有利于孩子人格成长的角度出

发，有的放矢地满足他们的需

求。当孩子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家长要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让孩子感受到被接纳和关

怀，增加内心的安全感，从而增

强亲子之间的信任感。

尊重个性，用引领替代包办
家长应当给孩子适度的自由，

让他们有机会去尝试新事物，从错

误中汲取教训。依据多元智能理

论，每个孩子都具备多种不同的智

能组合，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

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

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和自

然观察智能等。家长应尊重孩子

的个性，理解并接纳他们的与众不

同。当孩子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之

处时，家长应给予鼓励和支持，而

非盲目打压和否定。家长的尊重

与支持，能让孩子更加自信地去追

寻梦想。

直面诱惑，培养孩子的自制力
作为家长，不应该让孩子远离

诱惑，而应该教育孩子如何正确看

待和面对诱惑，以及如何经受住诱

惑。现实生活中，一些家长为防止

孩子沉迷电子游戏，选择拔断网

线、没收手机，可一有机会，孩子还

是会从早玩到晚。家长应教会孩

子给自己制订规则，说到做到，不

是做给他人看，而是出于对自己的

要求。提升勇气和信心，才能抵御

人生中一个又一个诱惑。

成为伙伴，共同学习与成长
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成长，将

自己视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伙伴，

而非单纯的管理者、指导者。可以

和孩子一起探索新领域、学习新知

识，遇到挑战和困难，亲子间也需

要相互支持、鼓励和帮助。这种经

历会让双方更加了解对方的思维方

式、学习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从而增进彼此的理解。家长能够更

深入地了解孩子的兴趣、优势和弱

点，而孩子也能够更加理解家长的

期望和苦心。家长和孩子一起分享

学习的乐趣、讨论问题、交流心

得，也能增进情感交流。家长还可

以借此机会向孩子表达爱和关心，

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

当双方都能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时，信任就会逐渐建立起来。这种

信任不仅体现在学习方面，还会渗

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亲子

关系更加紧密和稳固。

（本报记者 马晓冰）

临近高考，一次偶然的机会使

马继业撞见常年卧床的奶奶身姿

矫健地打篮球，他大为震惊，不断

追问。无奈之下，马成钢夫妇只好

安排奶奶“下线”，办一场假葬礼，

阻拦儿子知道真相，以免误了考

试。可谎言终会被揭开，解开谜底

的马继业对父母彻底失去了信任。

“马成钢在创造虚假教育环境

时，忽略了人最重要的本性，即情

感。”江珊珊指出，“尽管奶奶、街坊

邻居的身份是假的，但马继业与他

们的互动却是真的。人在互动中

所建立的情感连接，是影响性格形

成、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得知这

些自己曾交付真心的人都是演员，

对孩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遇到问题、分歧，不坦诚沟通，

利用成人在智识上的优势哄骗孩

子；借孩子对父母天然的信任，引

导他去执行父母的意愿，是许多父

母容易犯的错误。少年时的马继

业曾展现出长跑天赋，被体校教练

选中。这与马成钢的规划冲突，于

是他想了一个“妙招”，表面上大力

支持孩子，半夜却给孩子腿上涂上

麻药，找人扮演医生，哄骗孩子得

了一种“不能当长跑运动员”的病，

迫使马继业主动放弃体校梦。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而情

感的忽视和欺骗可能会导致亲子间

信任关系的完全崩塌。”江珊珊说，

“无法信任父母的孩子，更无法信任

社会。还会因为不敢付出真心、不

敢相信他人而内耗、焦虑。”

除了马成钢的错误示范，江珊

珊还列举了一些家长在与孩子的

互动中会削弱信任关系的做法。

比如“言而无信”，家长夸大承

诺，无法履行或忘记约定，会让孩

子感到没有被认真对待；“双重标

准”，家长对自己和对孩子的要求

不一致；多孩家庭，孩子之间存在

不公平待遇，这种行为会让孩子产

生强烈的困惑和不公平感；“自欺

欺人”，以成人的视角低估孩子，认

为孩子小，容易哄骗，这样做会对

亲子关系带来很大伤害。

真诚以待是亲子间互动、沟

通的最好方式，李蓉指出：“养育

孩子的过程中，家长不必刻意制

造挫折，也无需逞强回避困难。

在谈及‘家庭经济条件’时，装穷、

装富都不可取，刻意隐瞒家庭经

济状况，反而会令孩子增加不必

要的心理负担，或产生不切实际

的期望和需求。家长应以身作

则，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和价值观。同时也要相信孩子会

理解和珍视家长的付出。”

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不仅

展现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也

见证了他们的拼搏精神。竞技体

育的魅力不仅在于胜利的喜悦，

也在于它能让我们看到直面失败

与挫折的勇气。学会正确看待输

赢，更是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的必修课。

孩子们的成长之路，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经历如同

他们人生中的“奥运会”，每一次

挑战的背后，都是对胜利的追求

和对失败的坦然接受。而孩子如

何面对成长过程中的输赢与挫

折，家长作为孩子的重要的引导

者和支持者，需要对其进行有效

地沟通与引导。

首先，需要让孩子明白胜利

的暂时性。当孩子取得成就时，

家长应引导他们认识到，成功只

是一次考验的结果，而非努力的

终点。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它

要求我们保持谦逊，庆祝胜利的

同时，更要总结成功背后的因素。

每一次的胜利，都是孩子成

长路上宝贵的信心来源，积累起

来最终能够汇聚成通往优秀的坚

实基石。家长需要教会孩子，在

胜利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优化

自己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变化的

环境和挑战，做到“胜不骄”。

不过，并不是每一次的挑战

都会迎来胜利，当孩子遭遇失败，

挫折教育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家

长此时则需引导孩子，失败不是

耻辱，而是成长的催化剂，帮助孩

子学会接受和反思，并从中汲取

教训，将不足转化为前进的动

力。家长的支持和鼓励，也是孩

子在挫折中重拾信心的关键。让

孩子能够学会在失败中寻找机

会，将每一次的跌倒视为站起来

的契机，做到“败不馁”。

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乒

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在混双项目中

夺冠后，她珍惜胜利，但同时也意

识到前方还有更多挑战，需要继

续努力。而面对女单项目决赛的

失利，她也没有沉溺于遗憾之中，

而是选择接受现实，将这次失利

视为成长过程中的宝贵经历。她

说：“尽力去比，输了便也不后悔，

让遗憾转变为下一次在赛场上的

动力。”这份面对挫折的勇气和坦

然，以及将遗憾转化为前进动力

的积极心态，值得我们学习与借

鉴。

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也应强调努力的价

值和良好的心态。即使在失败时，也要让孩

子明白，努力和尝试是值得尊重的。这种尊

重，不仅仅是对结果的肯定，更是对孩子过

程中的付出给予肯定，让他们明白输赢并非

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家长要用自己的言

行向孩子传递——成功与失败都是成长的

一部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它们。拥有

良好心态的孩子，更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

起伏与挑战，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沾

沾自喜，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一蹶不

振。相反，他们会将每一次的经历视为成长

的契机，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自我。

挫折，如同生活中的风雨，虽然会带

来短暂的痛苦与不适，但却能够磨砺孩子

的意志、锤炼他们的品格，对其成长起到

重要的作用。“胜不骄，败不馁”是面对胜

负应有的态度。暂时性胜利只是起点，而

非终点，保持谦逊与努力，才能“以小胜

换大胜”，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提升自己的

能力。这些都需要家长与孩子共同努力，

才能让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韧，勇

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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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学会正确爱孩子学会正确爱孩子
从电影回归现实

生活中的家庭教育，作
为父母，无不对孩子充
满期待，想要把拥有的
一切资源、积累的全部
经验都给予孩子。但
不管是以“爱”之名的
捆绑，还是“善意谎言”
下的伤害，忽略了孩子
的需求与感受，只会适
得其反。学习正确地
爱孩子，也是当代父母
的必修课。如何正确
地爱孩子？李蓉、江珊
珊给出了她们的建议。

电
影
《
抓
娃
娃
》
的
启
示
—
—

暑期档电影《抓娃娃》仍在热映，喜剧外壳下的教育反思带给不少观众笑泪交织的观影体验。影片讲述了白手起家的马成钢在对大儿子马大俊教育失败后，试图通过“穷养”将小儿子马

继业培养成合格家族接班人的故事。

该电影被称作“育儿版《楚门的世界》”，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背后，揭示出当下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当观念。对照现实生活，值得家长反思与警醒。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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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珊珊，从电影情节出发，分析现实问题，给予家长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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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破旧、窄小的屋子里，父亲赶驴

车进城打工，奶奶常年卧病在床，一家人省

吃俭用才能勉强解决温饱。电影《抓娃娃》

中，小主人公马继业在物质条件格外匮乏

的生活中成长，他乖巧懂事，会主动分担家

务；学习上进，待人也礼貌友善。

而他不知道的是，生活的穷苦，是父亲

马成钢为他量身定制的“淬炼”。“大号”练

废，养个“小号”。看着游手好闲的大儿子

马大俊，马成钢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小儿

子马继业身上。他按照自己曾经的成长环

境，打造了一个“景观式”的穷苦生活空间，

并在地下室建起了一个精密运作的“教育

工厂”，导演生活情境，监控孩子表现。

“没苦硬吃”的荒诞和“差点穿帮”的情

节让观众忍俊不禁。笑声过后，也有不少

人对活在“骗局”中的马继业心生怜悯。

“影片中的设定，反映了当下颇为普遍

的教育现象：家长企图为孩子营造一个理

想化的成长环境，却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复

杂性与多元性。”李蓉谈道，这是一种“失

真”的教育理念，家长以为的保护，实则会

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伤害，在“玻璃罩”中看

世界，孩子无法接触现实社会的真实样貌。

与马继业朝夕相处的奶奶其实是教育

专家，左邻右舍都是各科老师扮演的，博览

群书的叔叔、精通物理的阿姨和写得一手

好字的大爷，都在见缝插针地给他传授知

识……一切只为马继业能顺利考上好的大

学。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家长在不同程

度上试图给孩子建立一个“乌托邦”，认为

青少年时期，孩子不必了解真实社会，一门

心思放在学习上才最重要。

对此，江珊珊指出：“现实社会不是剧

本，存在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即使

家长把孩子保护得再好，他们也总有一天

要进入社会，处理和面对各种问题。”她坦

言，当需要离开父母自谋生计时，很多成人

也会表现出“没长大”的状态。这种心理上

的不成熟，正是来自于实践经历的缺乏，对

真实社会的认识不足，以及无法承受压

力。为增强孩子的社会适应力，家长也需

克服“成绩好就是一切”的观念。

影片中，马成钢非常重视小儿

子的家庭教育，除了为其量身定制

专家团队，他自己也在教育引导上

下足了功夫：让孩子跑步上学，劳

其筋骨；让孩子捡空水瓶、卖废品，

苦其心志；把自己的鞋底弄坏，借

机实行感恩教育……

马成钢对小儿子的期许，从

“继业”这个名字上便可见一斑。

为落实“吃苦教育”，他和妻子放

弃豪宅，定居破屋，对儿子成长中

的每一阶段都倾尽心力。而撞破

真相后的马继业却没有“领情”，

他流着泪说出内心独白：“你们一

味控制着自己的孩子，让我觉得

很窒息的同时，又让我觉得你们

是爱我的。像一件湿透的棉袄，

穿上冷，脱下也冷。”

“一切为了孩子”是当下很多

家长的心声，只要能让孩子好，家

长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深

知为人父母的爱子之心。但与此

同时，我认为每位家长都应思考

到底什么才是为孩子好，孩子真

正需要的是什么，以及他所期待

的人生是怎样的？”江珊珊表示，

让孩子长成家长期待的样子，并

不一定能使他们获得快乐和幸

福。没有人希望活成复制品或附

属品，家长也希望孩子能闯自己

的一番天地，而这一切的前提是

减少包办与操纵，把人生的掌控

感还给孩子。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需

要一定的自由空间来探索世界、

发展自身的兴趣和才能。当孩子

展现出独特之处时，家长应当给

予鼓励和支持，而非盲目打压和

否定。”李蓉分享了一个例子：一

个痴迷雕刻的女孩，读初一时，花

大量时间雕琢出许多作品，件件

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然而母亲

却认为她不务正业，影响学习，将

她的雕刻作品、工具通通丢弃。

孩子备受打击，情绪低落，很长一

段时间都不愿去上学。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通过

探索兴趣爱好建立自我认同的阶

段。家长此时的支持，有助于孩

子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这些看

似不务正业的兴趣爱好或许正是

他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李蓉说。

按部就班地完成家长设立的

目标，只会徒增孩子的无意义感、

无价值感。“如果人生的剧目都被

安排好了，我们还会有去努力的

动力吗？”江珊珊说，“家长适当放

手，才能让孩子成为自己人生的

主人。”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尊重孩子的独立性，，放手也是一种爱放手也是一种爱

真诚才是真诚才是““必杀技必杀技”，”，做彼此最值得信赖的家人做彼此最值得信赖的家人

走进真实生活走进真实生活，，别让孩子在别让孩子在““玻璃罩玻璃罩””中成长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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