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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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我望着路边

灰扑扑的紫叶李树自言自语道：

“唉！也不知道种点红叶子的树，这

一排树一点生气也没有，不好看。”没

想到，孩子很认真地反驳我：“妈妈，

你说得不对。”我说得不对？这我倒

要听听他的高见了。

“春天的时候，它们开满了花，你

觉得它们好看吗？”孩子问我。

“那自然是好看的。”我回答。

“那就行了，它们好看过就行

了。”孩子开心地说。

“可是现在太难看了！”我言语中

满是嫌弃。

“那它们没办法一直好看呀！等

明年春天，它们就又好看了。”孩子继

续说服我。

“也对。可是要等好久呀，如果

都种银杏呢？春天好看，秋天也好

看。或者干脆种常青树，一年四季都

好看，不是更好吗？”我不死心地说。

“那多没意思，就是要种各种各

样的树才好呢！有的春天好看，有的

秋天好看；有的现在不好看，以后就

好看了；有的现在不好看，但以前好

看，哪有十全十美的树呀？”孩子说。

一瞬间，我被一个孩子说得无言

以对。我的孩子竟然在试图教会我

一个很“旧”的道理：每一棵树都是好

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

是啊，比如期中考试，有的孩子

能考满分，有的只能及格，有的甚至

不及格。我们总在焦虑，为什么同样

的老师、同样的教学方式，有的孩子

成绩就是上不去呢？也许我们该好

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总强求不一样的

孩子接受同一个衡量标准，再以这样

的标准对孩子进行各种“修剪”，试图

把 每 个 孩 子 都 变 得 一 样“ 好

看”。……这样真的好吗？孩子各有

各的风采，学习又何尝不是“万人万

解”呢？

我又想到孩子上一年级时，曾遇

到过这样一道数学题：一块大石头后

面藏着5个人，外面有3个人，一共多

少人？文字描述的是藏着5个人，但图

片上石头后面只画了一个人，要求看

图列式，于是，他列式：1+3=4（个）。老

师打了一个大大的叉给他。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捉迷藏的话，5

个人藏在一块石头后面，很容易暴

露。我认为他说得有一定道理，老师

听了他的解释后也表扬他，夸他“很

会玩捉迷藏”。这样来看，我们的教

育，实在不该只有一种答案，更不应

该只有标准答案。

在教育孩子上，我们总会有自己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惑。就像道路两旁

的绿化带，统一种植常青树是一种方

案，各种各样的树都种上也是一种方

案，说不上哪个方案最好，也不能说哪

个方案一无是处。耳边响起孩子的那

句话：“有的春天好看，有的秋天好看；

有的现在不好看，以后就好看了；有的

现在不好看，但以前好看，都可以。”我

想，我们应该给孩子多一些包容和耐

心，让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有机会各

美其美、多彩绽放。

自从儿子上小学后，我就莫名产

生了一种焦虑，总是担心儿子成为“后

进生”，各方面表现不如别人优秀。因

此，我给他报了好几种兴趣班：游泳、

跆拳道、篮球、书法、舞蹈……一项项

“才艺”学习把儿子的周末时间完美地

分割了。留给他的自由时间，只剩下

晚上。

起初，我给儿子报兴趣班学习“才

艺”，儿子一切都听我安排。这种局面

维持了3年，儿子上四年级后，他就不

乐意了。有一次，我想给他报一个写

作班，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带着情

绪，坚定地说：“不报！要报的话，你自

己去上！”儿子的回答让我不悦，我压

住心里的火，给他做思想工作。我说：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卷’，别人都

上兴趣班、学各种才艺，而你不学，如

果你们学校举行活动，别的同学都有

才艺上台表演，你什么都不会，只能坐

在台下当观众，难道你不觉得心里不

舒服吗？”听了我的话，儿子一脸诧异，

他冷静地对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

呢？我坐在台下当观众，看表演，给演

员鼓掌，心情自然很好，怎么会不舒服

呢？”儿子的坚持让我妥协，给儿子报

写作班的事暂时被搁置了。

这之后，因为同样的事情我和儿

子又争执了几次。儿子还无奈地对我

说过：“做你的孩子，真是太累了。”再

后来，儿子一听兴趣班的事，直接懒得

理我，这无疑影响到了我们父子间的

感情。有一次，儿子一个星期没和我

说话，甚至吃饭的时候都不愿与我坐

一桌。

面对儿子的强烈反抗，我实在是

没了主意。回想起儿子之前说的话，

我决定心平气和地与儿子好好谈谈。

我对儿子说：“以前，我逼着你去上各

种兴趣班，是我考虑不周，现在，我不

逼你了，但我觉得，最起码你也该选择

一两项自己喜欢的学习吧？”话音刚

落，儿子就爽快地说：“我喜欢篮球和

游泳，这两个有益身体健康，我愿意去

学。”接着，儿子态度大变，对我说：“你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要知道，我就是

个普通人，不可能样样都会，别对我抱

太高希望了。”儿子的话有几分道理，

他不想当“台上人”，只想做个快乐的

“台下观众”，那么，我也应该陪着他做

一个“在台下鼓掌”的人。

时光飞逝，转眼一年过去。前两

天，儿子班里开家长会，老师一一对孩

子们进行评价。说到儿子时，老师说

他学习成绩较好，最大的优点是乐于

助人、心地善良。老师还举了两个具

体例子：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别的同学

在舞台上表演，儿子既当观众，也当

“志愿者”，搬凳子、抬桌子、表演结束

后清场，样样都干得好；班上一位同学

之前脚崴了，走路不方便，他主动帮人

家接热水喝，还扶人家去上厕所。老

师的话听得我心里一暖，儿子在我心

中顿时变得更优秀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文章《坐在路边

鼓掌的人》里的两句话：

“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善良的普通

人又何妨？”

“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都能安

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

母，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更好的未来

呢？”

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压力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通常会认

为孩子面临的压力大多数来自家长

的责备，实际上，一种更为隐蔽的压

力来自那些看似‘无条件’的爱。”全

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授课专家、成

都石室天府中学心理健康教师孟泓

沁分析，一些家长会告诉孩子“考好、

考差都一样，我们依然爱你”，然而，

孩子能从家长的言行举止中读出真

实的态度——考得好时父母喜悦的

表情和考得差时他们脸上的失望，其

中微妙的反差会让孩子感受到无形

的压力。

孟泓沁表示，当孩子觉得学习

好是回报家长的唯一途径时，他们

自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如果

孩子在家庭中无需承担其他责任，

只专注于学习，那么考试成绩就成

了他们衡量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准。

一旦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或家长的

期望，孩子就会感到挫败和焦虑，

这种压力可能伴随着“不认真学

习”的指责，让孩子更加难以释

怀。

家长是如何将压力传导给孩子

的呢？孟泓沁表示，有的传导虽然

是 隐 性 的 ， 却 同 样 具 有 “ 杀 伤

力”。比如，一个在小学时总是考

第一名的孩子，进入初中后遇到了

更强的竞争对手，名次有所下滑。

但每次面对亲戚的询问，家长仍然

会 得 意 地 提 及 孩 子 过 去 的 “ 辉

煌”，或者模糊地概括孩子现在的

情况。这样的言辞，在孩子那里可

能会转化为“我一定要再次考第

一”的强烈渴望。这种期望和压

力，虽然表面上不显山露水，但实

际上却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孩子的

心头。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应对、疏导

孩子的压力？孟泓沁建议家长，要

摒弃“不要紧张和焦虑”这样的空洞

安慰。“这样的言辞不仅无法缓解孩

子的压力，反而可能让孩子觉得自

己的紧张和焦虑是不被理解的。相

反，家长应该正视孩子的情绪，告诉

他们紧张是认真学习的表现，是面

对挑战时的正常反应。同时，家长

还要表达出对孩子努力态度的认

可，让他们知道，无论结果如何，他

们的付出都是值得肯定的。”孟泓沁

说。

“学习并不是孩子人生的全

部，也不是衡量他们价值的唯一标

准。”在孟泓沁看来，当孩子面临

学习的压力和困惑时，家长应该努

力保持松弛和坦然，用自己的积极

态度去影响孩子，成为他们的支持

者和倾听者，而不是比他们更焦虑

的“监工”，从而让孩子在面对学

习的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

和自信。

轻轻推开孩子的房门，她正埋头

写作业。看到我，她立刻说道：“妈妈，

作业马上写完了。一会我要记英语单

词，你得帮帮我。”她的话里有一丝急

切，也让我好奇，今晚的单词记忆会是

一场怎样的“战役”？

没过多久，孩子兴奋地告诉我作

业写完了，不过对于刚学的第四单元

的英语单词，她面露难色，担心记不下

来。我拿过书看了看，可不，31 个单

词呢。想起孩子期中考试在单词上吃

的亏，我明白，面对这么多单词，她有

畏难情绪是正常的。

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务

之急是要帮孩子克服畏难情绪，树立

自信心，让记单词不再是一件痛苦的

事。

我告诉她：“用心记，如果今天晚

上都记下了，有奖励。”一听到有奖励，

孩子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欣欣然回

她的房间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孩子拿着英语书

出来了，让我提问，还一个劲儿地催我

快点，说她都记下了，迫不及待地等着

要奖励呢。这速度着实出乎我的意

料，她真的都记住了吗？

没承想，31 个单词只有 4 个没记

住，这效率是挺高的。

我问她：“怎么这么快就记下这

么多单词？”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她

的方法，比如请客treat，她说请客就

是要吃饭，这里面有吃 （eat）；黄瓜

cucumber，她用了拼音联想，粗粗的

黄瓜买不买；最有意思的是她把猪肉

pork 想象成猪在公园 （park） 里乱

跑，猪被逮住会被杀掉，割去尾巴就

变成了pork……

她把自己的想象和学过的单词结

合起来，把每一个单词拆解成自己的

理解去加深印象，形成了自己的记忆

方式，听她讲怎么记忆像听故事一样，

让我忍俊不禁。

我给她的记忆方法取名叫“快乐

记忆法”。不得不说，孩子的思维有时

真的很奇妙，富有创造性，孩子懂得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这是非常棒

的事情，家长加以启发、引导，就会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告诉她不管怎么记，英语发音

一定要会，不然课堂上可能听不懂老

师讲的课。她便把每个单词的发音给

我读了一遍，我很惊讶，看来孩子是

真的记下了呀。我赶紧抓住机会夸她

聪明、有智慧，孩子很兴奋，竟然信

心十足地要给我背诵一段课文，她说

那是她记得最熟的，还一定要我猜猜

她是怎么记住的。不等我说一句话，

她已经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了。

今晚的经历让我深知，家长引

导、鼓励孩子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

独特的创新思维是最宝贵的财富。我

们不能用条条框框禁锢孩子，磨灭了

他们的光芒。孩子的成长之路是一条

蜿蜒向前的长河，途中有无数的暗礁

和风浪，只有解锁孩子自身的力量，

他们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陪儿子做一个“在台下鼓掌”的人 ■ 颜克存

女儿的“快乐记忆法” ■ 张芳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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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长赋能为家长赋能为家长赋能
为孩子护航为孩子护航为孩子护航

如何引导孩子远离网络风险？如何防范孩子沉迷网络与游戏？如何帮助孩子缓解学习压
力？近日，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联合“文轩家长学校”共同举办“用心陪伴护
航成长”家庭教育系列公益讲座，邀请专家们聚焦小学、初中、高中3个阶段不同的家庭教育问题，
为家长们带来实用的教子之道。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作为“网络原住民”，未成

年人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早

已离不开互联网，而且越来越

深入其中。据 2023 年发布的

《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2018年至2022年，我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普及率从93.7%增长

到 97.2%；“触网”年龄越来越

低，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互联

网 普 及 率 从 89.5% 提 升 至

95.1%。

然而，在享受互联网带来

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未成年

人的网络行为也面临着诸多

风险。四川省心理咨询师协

会成员、成都市心理咨询行业

协会婚姻与家庭心理专委会

委员植宋军表示，无奇不有的

网络世界，对于正处于成长阶

段、学习模仿意识强的未成年

人来说，风险更多、危害更

大。未成年人面临的具体网

络风险包括网络欺凌与恶意

攻击、网络诈骗、网络儿童性

侵等网络违法侵害；暴力恐怖

信息、色情淫秽信息、价值观

扭曲信息、网络虚假信息等不

良信息影响；以及个人信息泄

露、网络隐私侵害、网络沉迷

和诱发违法犯罪等。

既然网络有这么多危害，

不让孩子上网是否一劳永逸？

对此，植宋军表示，青少年已成

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不

可能完全远离网络，视网络为

洪水猛兽而一刀切的教育方式

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中，

部分家长对孩子上网的态度

过于宽松，甚至放任自流，比

如，让孩子随意使用自己的账

号上网。”植宋军说。据网络

平台统计，在未成年人冒用成

年人账号的相关情况中，超过

六成的账号是未成年人在家

长的帮助下通过人脸识别完

成验证的。这一现象表明，不

少家长知晓孩子上网的行为，

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

管和引导。

“如果家长不作为，仅靠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努力，是无

法发挥其效用的。”植宋军对

“青少年模式”与未成年人网

络依赖的数据进行了解读，设

置了“青少年模式”的未成年

人网络依赖比例仅为 12.6%，

远低于未设置“青少年模式”

的 31%。同时，即便在设置了

“青少年模式”的情况下，仍有

34.7%的未成年人遭遇过网络

不良信息冲击。

“家长作为保护未成年人

的第一道防线，应主动承担起

监管和引导的责任。”植宋军

表示，在孩子下载、使用 APP

时，家长应主动为其调至“青

少年模式”，并持续监督孩子

的使用情况，帮助孩子养成健

康的上网习惯，使他们在没有

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够主

动识别、屏蔽不良信息，合理

控制上网时间。

“每次用手机完成作业打卡，他

都要玩一会儿游戏。”“不论我把手

机藏在哪里，都能被他找出来玩。”

小志妈妈说。随着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的增长，和小志妈妈有着同

样烦恼的家长不是少数。孩子沉迷

手机和网络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成

都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家庭教育专

家库专家方珊梅为现场家长进行了

分析。

从孩子的心理需求来看，首先，

部分孩子借助网络或游戏缓解现实

压力与焦虑，这种行为模式虽然能

短暂释放压力，却非科学且恰当的

方式；其次，许多孩子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贴心的朋友，转而在网络世界

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再者，有些孩子

在现实生活中被家长过度管控，缺

乏自主发展的空间，尤其是青春期

的孩子，他们渴望自主，若家长过于

严厉，他们可能会在网络世界中寻

求主宰感。此外，成就感也是孩子

沉迷网络的一大原因。学习成绩不

佳或缺乏自信的孩子，可能在网络

世界中寻找自我价值感，通过游戏、

交友或发表观点，获得他人的欣赏

与认可。这种在网络中的获得感，

让他们更不愿回归现实世界。

想要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方珊

梅认为，父母应先反思自己的管教

行为。比如，尽管家长会与孩子就

玩手机的问题设定明确的规则，包

括游戏内容、时长以及适宜的游戏

时机等，但在执行这些规则时，孩子

经常以“再玩5分钟”为由与家长讨

价还价，部分家长架不住孩子的纠

缠，会多次默许孩子的这种行为。

“这种做法实际上向孩子传递

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规则是可以讨

价还价、打破或不遵守的。更糟糕

的是，一些孩子会根据不同的对象

来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方珊梅举

例，如果父亲较为严厉，孩子就能严

格遵守规则；如果母亲相对宽容，他

们便可以通过撒娇或发脾气的方式

来争取额外的游戏时间。“建立规则

容易，关键在于所有家庭成员都需

共同遵守规则，才能帮助孩子树立

正确的规则意识。”方珊梅说。

对于已经有网络沉迷或成瘾倾

向的孩子，方珊梅建议家长可以采取

下面五步措施——“停、看、听、想、

做”。第一步，停止负面情绪表达；第

二步，观察孩子在网络上玩什么；第

三步，平心静气地倾听孩子为什么喜

欢玩这款游戏；第四步，根据之前的

观察以及与孩子的交谈，思考可以为

孩子提供怎样的支持和帮助；第五

步，通过搜索身边的资源，为孩子制

订具体可执行的行动计划。

解读心理需求，避免网络沉迷

缓解学习压力，做孩子的支持者

守好用网“底线”，增强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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