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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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带孩子回老家，车程

两个半小时，大人聊聊天、打个

盹儿也就到目的地了，可是，倘

若要两名儿童规规矩矩被安全

带束缚两三个小时，他们多半

是会不耐烦的。

果然，一个小时后，5 岁的

儿子焦躁起来，各种坐姿皆不

如他意。每隔 5 分钟，他就忍

不 住 问 一 次 ：“ 还 有 多 久 到

啊？”这种不耐烦在车厢里迅

速传播，女儿也开启了抱怨模

式。

我知道，只要把平板电脑

给他们，我就可以获得解脱。

但我也知道，与此同时，今后只

要一无聊，他们就会向电子产

品求助。

我翻拣背包，试图找些小

零食，哄他们暂得一乐。突然，

一包数字饼干让我如获至宝。

这是我上个月出差返程时买

的，结果一忙就忘了。儿子3岁

时，尤其爱吃这种饼干，那时他

每吃一块，就询问我那个数字

是几，就这样，他认得了好多数

字。

如今他长了两岁，识数游

戏已经不能激发他的兴趣，得

安排一些“踮起脚尖方能够着”

的任务，他才乐意参与。近来，

他有心学习加减法，经常主动

向我们求教。不如“就地取

材”，用数字饼干做道具，给他

出几道算术题。答对了，奖励

他吃小饼干；答错了，饼干就归

出题人所有。

于是，女儿被我邀请来做

“小老师”。女儿已经读四年级

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眼下

收了“学生”，掌握了命题权与

裁判权，她自然兴致高昂。更

何况，弟弟答错题，她还能吃到

饼干。当然，饼干不能白吃，她

也要尽好“老师”的授业解惑之

职。

饼干味的“算术课”开始

了，儿子连连得胜，一口气赢下

十几块饼干。眼见10以内的加

法已经难不倒儿子，女儿便有

意杀杀他的威风，出题权重向

减法倾斜，且纳入了 20 以内的

加减法。这下，儿子开始抓耳

挠腮了。见他百思不得其解，

女儿又耐心地为他解答。

就这样，无聊和烦闷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后座上“咯咯

咯”的笑声。我坐在副驾驶座

位上，看着车窗外浪花般的云

朵，心想：本是食物的饼干，却

充当起玩具，给我们带来了难

得的愉快时光，这何尝不是一

种新型“食玩”呢？多年后，回

想这段“食玩”时光，我们都会

觉得“路途亦美好”吧。

更让我惊喜的是，女儿很

快学会了“举一反三”。她提

议，回程前先去超市买一包字

母饼干。女儿兴奋地说：“妈

妈，你可以用字母饼干抽查我

的英语单词，我也可以用它教

弟弟学拼音。……”看来，她已

经学会了应对无聊。最重要的

是，他们知道电子产品之外，亦

有快乐待开发。

阳光透过淡薄的云层，纷纷扬扬
地落在大地上，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
色的纱衣。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
季节，我对儿子说：“春天来了，我们
一起出门寻找春天，好不好？”儿子点
头答应，他兴奋得像只欢快的小鸟，
在房间里蹦蹦跳跳。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城北公园，一
踏入公园大门，儿子就像脱缰的小马
驹，挣脱了我的手，向前飞奔而去。

“爸爸，快来看呀！”他的声音在空气
中回荡。我快步跟上，只见他蹲在一
片草地旁，紧紧盯着一株嫩绿的小
草。那小草从土里探出了脑袋，嫩绿
嫩绿的，叶片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
在阳光的映照下，宛如一颗颗璀璨的
珍珠。“爸爸，小草怎么都变绿啦？”
儿子仰起头，一脸疑惑地问我。我蹲
下身，摸了摸他的头，说：“这是春天
的信号呀。春天来了，大地变得温暖
湿润，小草就从土里钻出来，要和我
们一起玩耍啦。你在成长过程中，遇

到合适的机会，也要勇敢地展现自己
哦。”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继
续寻找下一个春天的踪迹。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片桃
林。桃花开得正艳，满树的花朵像天
边的云霞，红得醉人。儿子在树下转
来转去，时不时伸手去触碰那粉嫩的
花瓣，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突
然，他停下脚步，捡起地上的一片花
瓣，问我：“爸爸，桃花为什么会掉下
来呢？”我看着他，认真地说：“桃花
掉落是为了给果实腾出空间。就像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需要舍去一些东
西，才能迎来新的收获，对不对？”儿
子若有所思，将那片花瓣小心地放进
了口袋。

往前走，我们又遇到了几棵果
树，一群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
着，儿子被这热闹的景象吸引，拉着
我快步走过去。“爸爸，蜜蜂为什么这
么忙呀？”他好奇地问。我对儿子
说：“因为春天是花朵盛开的季节，蜜

蜂要抓紧时间采集花粉、酿造蜂蜜。
你看，做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只
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收获甜蜜的
果实。”儿子听了，用力地点点头，
说：“我也要像小蜜蜂一样，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

这时，一只麻雀扑棱棱飞过，儿
子追着它跑，大声喊：“小鸟也知道春
天来了吗？”麻雀落在不远处的草地
上，低头啄着什么。我们轻手轻脚地
靠近，看见地上散落着几粒草籽。儿
子恍然大悟：“原来小鸟在帮春天播种
呢！”

寻找春天的旅程真有趣。万物
在春日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孩子也在
探索自然的过程中，种下了智慧和美
好的种子。

这次与儿子寻春的经历，也让我
明白，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教
育孩子的宝贵契机，只要我们用心去
发现，就能陪伴孩子在成长的道路
上，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天。

“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

雕”……这些标签常被社会大众

贴在“问题少年”身上，如何温暖

地帮扶这个特殊的群体？凉山彝

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与四川省城

乡融合人才培育研究基金会（以

下简称“川人才基金会”）共建雏

鹰观护成长中心，探索“技艺疗

心”模式，2021 年，在会理市韩家

凹钧虹陶坊挂牌“未成年人观护

成长中心教育培训基地”。涉罪

少年毛毛（化名）是首批帮教对象

之一，初到陶坊时，他不屑于“玩

泥巴”，在绿陶师杨坤的引导下，

毛毛通过绿陶制作沉淀心性，从

拉坯到烧窑，浮躁被耐心取代，自

卑被成就感消融。两年后，毛毛

考入大学，其作品还参与了公益

拍卖。他的父亲感叹道：“烂泥也

能成珍宝。”

雏鹰观护成长中心副主任刘

洋洋表示：“草木灰与泥土淬炼成

艺术品的历程，正是人格重塑的

过程，每个孩子都值得被这样雕

琢。”目前，川人才基金会已累计

投入资金和善款物资 6000 余万

元，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通过

心理巡讲、模拟法庭等活动及心

理辅导、情景剧普法等措施，惠及

6.3万偏远地区家庭。

刘洋洋说：“一些孩子参与法

治情景剧后，认识到校园欺凌的

危害，在角色扮演中认识到错误

的行为，塑造正确的三观。”

其他社会力量同步织密保护

网。深圳市宝安区推行“公民办

结对帮扶”，通过公办学校资源输

送，缩小心理健康服务差距；除了

专职心理教师，校园内宿管、保安

等后勤人员也参与到基础心理培

训中。此外，宝安区还建立了“家

庭—学校—医院”诊疗绿色通道，

为心理危机学生优先提供诊疗资

源，形成多部门协调联动的心理

保障机制。

这些实践与郭静团队的调研

结论契合。郭静团队与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

心对全国30余万名中小学生的调

研数据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根

源多源于环境而非个人。

“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深刻的

社会性，需要多方合力解决。唯

有通过系统性社会干预，才能真

正实现‘破茧成蝶’的转变。”郭静

表示，当家庭、学校与社会编织包

容之网，“迷途”的青春就能找到

照亮前路的光。

接孩子放学是一件幸福的事，

尤其是周五。我早早地来到学校门

口，期盼着女儿跑出校门，给我一个

热情的拥抱，或是开心地和我分享

她的校园趣事。

等了许久，女儿还没有出来。

终于，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悠悠地朝

我走来。我老远就喊她的小名，她

却没有理我。我知道，今天肯定是

出问题了，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她

跟前。

还没等我开口询问，女儿就扑到

我的怀里，放声痛哭。我抱起女儿，

一边安慰她，一边朝学校附近的多宝

寺公园走去。我陪着她静静地坐在

公园的长椅上，等待她的情绪缓和。

终于，她开口向我倾诉。原来，

她在学校被孤立了，同学间的冷嘲

热讽长期困扰着她，“瘦猴子”等外

号也刺痛着她的心。这天，无法忍

受之际，她与同学打了一架。

听完女儿的话，一向善于言谈

的我沉默了。女儿告诉我，她今天

犯错了，但她渴望被同学们公平对

待，更希望自己的闪光之处能被同

学们看到。

“怎样才能获得同学们的认可

呢？”女儿仰头问我。我扳着手指头

给她支招：通过勤奋与努力，成为学

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在班级活动、校

园活动中展示你的特长；与同学和

睦相处，展现你的团结友爱……最

后，我提醒她：“今天打架这事儿得

告诉你的班主任，平时同学们给你

取外号的事情，也要向班主任说明

情况。”女儿肯定地点了点头。

等她擦干眼泪，我们慢悠悠地

往家走。路上，我和女儿一起研究

“怎样获得老师的认可”，她一本正

经地思考答案：课堂上勇敢地举手

回答问题；作业本保持干净、整洁；

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勇于担当，成为

老师得力的小助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问她：“你

还记得吗？你曾在作文中写到，要

为自己寻找到照亮前行道路的一束

光？”女儿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点点

头。我看着她，说：“这束光不正是

你自己吗？”女儿听得愣了神。我告

诉她，每个孩子都怀揣着许多渴望，

渴望获得同学、老师的认可，渴望收

获友谊，这些渴望就如同黑暗中的

一束束光，照亮你成长的道路，助你

一路向阳。

通过一路上的交谈，我发现女

儿长大了。我也反思自己，女儿并

不完美，但可塑性强，在陪伴她成长

与进步的过程中，我应该关注到更

多成长细节，从生活细微之处去引

导她，帮助她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做孩子成长路上合格的同行人。

回到家，女儿收拾好心情，开始

做作业。我坐在她旁边的桌子旁，陷

入了沉思。一些话我不知道怎么跟

女儿讲，于是，我提笔写下：“孩子，你

在爸爸妈妈心目中是独一无二的，就

像夜空的一颗星星，闪烁着自己的光

芒。真正的光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

活出自己的亮度。你不必活在别人

的眼光和世俗的声音里，尽情地走自

己的路吧，用你的才华和智慧，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解少年解少年““心心””事事
护健康成护健康成长长

■ 实习生 黄娜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核心议题。面对学校、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影
响，如何为孩子的成长构建全方位的支持体系成为关键。在第四届积极教育大会暨儿童青
少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心理学家、教师及相关人
士，通过翔实的案例给出了答案。

“人的发展是连续且终生的，不

能以某一刻的表现定义孩子的一

生。”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

员郭静以女儿的经历为例，分享了

她的看法。一年级时，女儿因识字

困难被家人贴上“笨”的标签，郭静

告诉家人要耐心等待。“许多家长用

‘刻板印象’框住孩子，却忘了成长

本就需要试错与修复。”郭静表示，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家

长应在不同阶段采取适当方式与孩

子交流和相处。

郭静团队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

县教育局合作，在针对该县3万余名

中学生的调研中发现，学业倦怠、校

园欺凌、网络成瘾等问题背后，家庭

环境与亲子沟通方式是重要原因。

“一段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对孩

子来说非常重要，也是他们心理健康

的重要基石。”中国农业大学心理健

康研究室主任施刚分析大一新生心

理数据发现，高期待、低认同模式教

养的孩子更容易陷入心理危机。“当

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我价值感

缺失，任何挫折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

的最后一根稻草。”施刚呼吁家长要

“含情脉脉地注视孩子”，以耐心取代

焦虑，用陪伴替代控制。

施刚分享了与儿子一起戒除手

机依赖的经历。儿子初二时沉迷网

络，为了帮儿子戒除手机依赖，父子

俩一起“煎熬”了147天。从强制没

收到帮助孩子重塑习惯，再到引导

孩子进行自主管理，“我陪伴他、鼓

励他，看到他偷玩手机，不急于指

责，而是用‘这周你的屏幕使用时间

比上周少了30%’，肯定他的进步。”

施刚表示，真正的改变源于信任与

授权，而非强制。

这种转变正在许多家庭中发

生。一位父亲在参加学校举办的“21

天双陪伴”活动中，记录下自己的改

变过程：“第 3 天，我对孩子发脾气

了，结果问题变得更糟糕。……第7

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问题的一

部分。……第13天，和孩子相处时，

我显得过于理智，从来没有共情过

他。……第19天，和孩子聊了30多

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心里

话。……第21天，我开始像对待朋

友般尊重孩子。”

家庭教育不是为了塑造“完美

孩子”，而是父母与子女的共同成

长。李昕说：“亲子关系不是束缚的

绳索，而是流动的溪水。唯有持续

滋养，才能让爱真正抵达心灵。”

家庭沃土
为成长提供丰厚的养料

校园微光
小温暖中蕴藏着大能量

社会网络
兜住“悬崖边的少年”

找到那束光
■ 靳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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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如同春雨，微末

之力也能润物无声，为学生的心灵

世界增加温暖、营造生机。”成都市

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心育中

心主任李昕分享了一封毕业生的来

信。这位学生说，高中时期，学校的

“星光守护者”心理巡讲、“彩虹卡”

自助领取点等日常设置，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

“这些看似微小的温暖，构成了

支撑学生面对压力的内心力量。”李

昕介绍，学校打造的“四季12月心理

微活动体系”，将积极心理教育融入

校园日常。比如，春日“拼贴画”，利

用不同材料激发创造力；夏日“打气

球”，通过游戏传递鼓励；秋日“金秋

祝福”，互赠印章卡片传递情谊；冬

日“解压杂货铺”，通过趣味挑战释

放压力。“这些活动通过积极情绪、

人际关系、意义感、成就感与投入感

的良性循环，形成持久的情感涟漪，

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

李昕说。

成都市第七中学林荫校区则探

索陪伴式辅导，邀请来自四川师范

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9名心理学研

究生和心理咨询师入驻，3个月内向

184名预警学生发出邀请，最终80人

接受心理辅导，累计开展 149 次陪

伴式辅导。该校学生心理关护成长

中心负责人梁振表示：“担心学生有

抵触情绪，我们以‘幸运体验’名义

模糊邀请目的，降低他们的防御

心。陪伴的核心是让学生感受到被

听见，倾诉本身已是疗愈。”

“基础心理问题是‘火药’，近期

生活事件是‘导火索’，只有动态跟

踪才能消除风险。”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区心理教研员曾卉君提出“动态

监测”机制，即班主任每两周依据 7

项易感指标（自伤倾向、人际关系

等）评估学生状态，平台自动生成预

警等级。她介绍道：“青少年心理状

态变化快，两周周期既符合抑郁症

诊断标准，又可以督促教师持续关

注学生的动态变化。”目前，这套机

制已编入区域心理工作手册，帮助

教师快速识别危机信号。

曾卉君说：“班主任是与学生接

触最密切的人，他们的一句关心可

能比10份问卷更有效。”

■ 马健

■

谢
小
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