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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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不适合学语文

的孩子。”珂珂（化名）虽然战战

兢兢，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了他

对自我的认定。我问：“谁说

的？”珂珂看了看我，迟疑了半

晌，说：“我以前的老师是这么

说的。”在说这句话时，珂珂猛

地提高了分贝，我注意到他脸

上的愤怒，说完，他立刻又恢复

了沉默。

一切都了然了，珂珂是一

个被贴了“标签”的孩子。我不

禁想当时的他听到这样的话，

内心有怎样的感受？

我看着珂珂，问他：“他

们这样说，你相信吗？”他看

着我，也许是迫于眼前的境

况，吞吞吐吐地挤出两个字：

“不……信……”“不，你信了，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了。不

然，你不会自我放弃。”我否定

了他的回答，他立刻低下了头，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我继续说：“你听过《你很

特别》这个故事吗？”“听过。”他

说。我接着说：“你知道吗？在

故事中，当其他人都被别人贴

上金星星或灰点点的时候，小

女孩露西亚既不会被别人贴上

金星星，也不会被别人贴上灰

点点，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不

在乎。”说着，我坚定地望向珂

珂，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你也

不应该在乎。”

课上，我把珂珂的故事与班级孩子

一起分享。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教室

里一片安静，我知道，一些孩子也有类似

的经历和感受，只是每个人的反应不一

样而已。所以，当我问到有谁愿意帮助

珂珂时，无数双小手瞬间举起。最后，在

共同商议下，大家选择了4名孩子来帮助

他，并制订具体的帮扶计划。

“贴标签”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都会

遇到，孩子会因为自己的经历、经验有

限，错误诠释别人贴给自己的“标签”，从

而产生错误的认知，以至于做出错误的

决定，最终伤害自己。作为老师、家长，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找到问题所在，

改变其错误认知，帮助他们撕掉负面“标

签”呢？

爱因斯坦做小板凳的故事我们都听

过，说的是在手工课上，爱因斯坦费尽心

力完成了手工作品小板凳，当他交给老

师时，老师说：“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糟

糕的小板凳。”爱因斯坦却大方说出：“老

师，虽然这是你今天看到的最糟糕的小

板凳，但它却是我今天做得最好的小板

凳。”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爱因斯坦，可以

承受别人的非议，还可以勇敢地说出自

己的想法。大多数孩子是你说他黑，他

就黑，不黑也灰；你说他白，他就白。刻

板印象，容易让一个孩子因负面“标签”

而自卑、压抑、甚至自我放弃。那么，在

评价孩子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一、正面请求、寻求合作，把“你”字
句换成“我”字句：

如“你的房间真的是太乱了，像个猪

窝”，可以换成“我不喜欢我们的房间太

乱了，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我

会感到赏心悦目”。

二、把自己的需要说具体，表达出当
你的需要被认可以后你的感受：

如“我希望你每次吃完饭后，把自己

的碗筷收到厨房碗槽并尽量摆放整齐，

那样将给我带来很多方便并让我感到非

常欣慰”。

三、杜绝抱怨、唠叨，不要把自己变成
“复读机”，坚定而温和地说出自己的建议：

如“我知道你现在很想继续玩一会

儿游戏，但我们有约定，我相信你可以遵

守我们的约定”。

四、接纳差异，发现属于孩子的优势
才干：

爱因斯坦说：如果你用会不会爬树

的标准来衡量一条鱼，它会一辈子都觉

得自己是愚笨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做你自己

谁做呢？正如绘本《你很特别》中那句经

典台词说的那样：“不要在乎那些给你贴

金星星、灰点点的人，他们都和你一样。”

一天下班后，我接到洋洋妈妈

打来的电话，她显得很慌张，说数学

老师打电话给她，反映孩子最近上

课不专心，还说这几天学校有传言，

班上有一个男生到处说自己喜欢洋

洋，不知道洋洋是不是受此影响。

洋洋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品学

兼优，还是学校的大队委，受人青

睐很正常，但到处宣扬喜欢她，未

免太不矜持了，谁会这样做呢？

第二天，我顺利找到这个男

生——小杰，和他促膝交谈了一节

课，原来那些传言不是他自己说出

去的，他只是在回家路上告诉了同

住一个小区的小瑞。就这样，他的

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全班知

道了，邻班知道了，全年级知道了，

学校篮球队队员也知道了……小

杰这段时间也正为这事儿感到烦

恼。

小杰虽然成绩不算好，但还算

明理。他清楚自己喜欢洋洋学习

好、素质高，也想好了怎样面对此

事，清楚现在应该以学业为重。他

后悔自己轻易地把这件事告诉了

别人，他没想到自己仅仅说过喜欢

洋洋，如今却谣传他要约洋洋出去

玩，要给她写情书……所有他没想

过的事，别人都帮他想好了。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意识到

孩子们进入青春期了，有很多事需

要老师进行引导，只有揭开青春期

神秘的面纱，孩子们才能正确对待

自己生理、心理上的变化，才能少

走弯路，少一些不必要的好奇心，

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于是，我决定

召开一次班会课。

上课伊始，我在黑板上板书了

“喜欢”二字。这堂课我和孩子们

一起围绕这两个字进行探讨，提出

了以下问题——

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先请小瑞同学来回答，他告

诉我是自行车。我问：“如果你的

自行车被别人私自骑走，骑着到处

逛，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他表示会

很愤怒，觉得那个人很不讲道德。

接着，我又询问了几位同学，大家

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我借机表扬他们：“我看到了你

们的成长。如今，你们有主见、有想

法、有判断能力，对黑板上的‘喜欢’

二字又有了新的认识。”我略做停

顿，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心里

的想法，他们也大致猜到今天我要

讲什么。于是，我开诚布公地说：

“最近，听说班上有男生喜欢女生。

进入青春期，对异性同学有了好感，

是成长过程中正常的现象。作为老

师，我能理解你们，但是在这个阶

段，你们是需要大人来为你们引路

的。今天，我愿意做你们的知心朋

友，真诚地与你们交流，也希望你们

能敞开心扉，解除困惑。”

你喜欢什么样的异性同学？
还是先请小瑞同学回答，可他

立即抵触地说了3个字：“我没有。”

我再次重复我的问题，示意他听懂

我问话的含义。随后，我鼓励其他

男生主动发言。两三个男孩勇敢

地举起了手：“我喜欢学习成绩好

的女生。”“我喜欢办事能力强的女

生。”“我喜欢语言纯洁的女生，就

是不说脏话、不骂人的。”“我喜欢

开朗的女生。”……

也有女生参与了进来：“我喜

欢和我有共同爱好的男生。”“我喜

欢‘社牛’的男生，因为我就有点

‘社恐’。”……我追问了一句：“你

喜欢把别人的秘密说出去的男生

吗？”“这种男生太离谱了。”“这样

的男生一点素质、一点品德都没

有。”“能把秘密说给他听，肯定是

把他当好朋友，他怎么能这样做

呢？”……大家七嘴八舌。此时，不

知小瑞同学的内心是否起了波澜

呢？我知道，一个六年级的孩子心

中是可以藏住事情的了。

提问结束，我表扬他们都具有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没有

人说喜欢长得漂亮、长得帅的，也

没有人说喜欢家庭条件好的。

如果遇见“喜欢”你会怎么做？
之前的交流是轻松、愉快的，

此问题一提出，教室里沉默了。我

知道这是他们都未曾经历这样的

事，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于是，我

让他们来做选择题，用手势打“钩”

“叉”。①约他/她出去玩。所有人

双手交叉，表示错误。②给他/她

写情书。瞬间，教室里又是几十把

叉。他们还将理由讲得头头是道：

“做这件事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也浪费了对方的时间。”“这样做可

能也没心思学习了。”“父母会很担

心的。”“如果是真的喜欢，就不应

该去打扰人家，影响人家学习。”

孩子们正在讨论的兴头上，我

顺势问道：“那如果真遇上这样的

事，你会怎样做呢？”这次教室里不

沉默了：“我会告诉父母，可能父母

会帮助我，毕竟他们是大人。”“我

要藏在心里，不对任何人讲。”“我

要很努力地学习，超过她，可能我

就没那么喜欢她了，我越优秀，就

会吸引更优秀的女生来喜欢我。”

听着这些答案，我欣慰又激动，看

来真不该把他们当小孩看了。

关于“喜欢”，老师怎么看？
喜欢是一种欣赏，并没有错，

但我们要明确这个界限。一次长

途旅行，我们不会因为第一站的风

景美，就止步不前。人生的旅途是

漫长而美好的，小学六年级，你们

才刚刚登上这趟旅行的车不久，不

要因为路边闪过的一棵大树、一株

小花而停车。唯有现在努力学习，

才能看见未来更美丽的风景。我

们在学习之余，可以多进行一些有

益身心的活动，比如运动、阅读、听

音乐等，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提

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成就最优秀的

自己，才能遇见最美好的“喜欢”。

喜欢不仅仅是简单的陪伴，也

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责任，而这

些，都是一门学问，需要我们慢慢

学习，更需要我们用时间去积淀。

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种油

菜总要把那几株早开的花骨朵掐

掉。后来我明白了，花开早了于气

候不适宜，籽结得不会饱满。它成

熟时，其他的都未成熟，庄稼人也

不会提前去收割，最终成为鸟儿之

食或落入泥土，产生不了应有的价

值。我们人也是一样的，要明白什

么年龄该做什么事，要思考自己想

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要怎样实现

自己的价值。

教室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听

得很认真，脸上都写满了思考。最

后，我送了他们一句话，让他们写

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人生每个

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使命，莫让青

春的花朵过早开放！”

一周后，我找到洋洋了解情

况，她说班上基本没人再提这件事

了。我又找来小杰，答案是同样

的。从他的话语中，我感觉他的忧

愁没有了，脸上的表情明显比上次

轻松了许多。

当青青的面纱被揭开，孩子们

不再盲目好奇，而是坦然地面对。

相信在他们多彩的人生旅途中，这

节关于“喜欢”的班会课，将是一次

成功的导航。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她/他会喜欢我吗？我能向

她/他表白吗？被拒绝了怎么

办？万一她/他告诉老师了怎么

办？父母知道我早恋了怎么

办？”……当孩子发现自己喜欢上

一个人的时候，上述想法或者顾

虑也会出现在他们心头。如果家

长没有及时体察到孩子的情绪变

化，进行正确的引导，孩子的学

习、生活状态迟早会受到影响。

黄蓉建议家长在看出苗头

后，不要一味干涉，立即给孩子

“扣帽子”。许多家长因为对此

话题过于敏感，情绪先行，当即

对孩子进行一番激烈的指责，这

会让孩子感到失望，进而产生逆

反心理，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干

脆如家长所“愿”，把本来的好感

变成真正的早恋。

“对于孩子来说，家长越堵，

他们越会想方设法去钻空子。”黄

蓉认为，家长的阻碍只会引起“罗

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同时带来副

作用——感情易破裂、分手更心

碎。通过“堵”的方式，即使达到

了阻断感情的目的，孩子的心理

也会受到伤害。其实，不论是在

家长的反对下早恋，还是瞒着家

长早恋，孩子都承受着巨大的心

理压力，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不

利。

那么，如何应对才是智慧、

有效的呢？黄蓉表示，家长不要

以自己的经验和眼光去判断孩

子的处境。如果有所怀疑，应亲

自去求证，而不是仅凭自己的臆

想，就认定那是事实。

家长要疏导孩子的压力，让

他们学会倾诉、宣泄自己的感

情。当孩子愿意与家长分享自

己的情感时，如“我喜欢某个女

生”或“我喜欢某个男生”时，家

长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这意味着

孩子信任你，愿意与你交流。在

黄蓉看来，想要和孩子平和地谈

论感情的问题，就千万不要把自

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

以过来人的身份去教育孩子。

家长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用自

己的经历、经验去帮助他们排解

困扰，解开心结。

同时，家长可以分享自己的

经历、认同孩子的感受，如：“爸

爸妈妈也有过这样的阶段，因为

人都会喜欢比自己更优秀的

人。”“你的眼光很好，我们为你

感到骄傲。”然后，引导孩子思考

如何与优秀的人成为朋友，如何

让自己也变得优秀，以及如何让

优秀的人注意到自己。

“互联网信息繁杂，如果家

长不积极应对，而让孩子自行从

网络等渠道寻找答案，那么，当

家长意识到问题时，可能为时已

晚。”黄蓉说，家长应学习解决之

道，通过建立积极的沟通环境，

帮助孩子处理早恋等情感困扰，

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并促进他

们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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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教育意识，提

醒家长知行合一、

自我成长，本报特

别打造“教育知行

录”栏目,邀请教育专家、校长、老师等为家

长提供专业指导。本期，高级教师、成都天

府国际生物城万汇小学副校长归云和大家

探讨“贴标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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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关于“喜欢”的班会课 ■ 洪雅县实验小学校 杨荟

走出走出““早恋早恋””之困之困

家有儿女初长成，父母在欣慰之余，也难免会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早恋便是其
中之一。你家的孩子有早恋情况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呢？本期，我
们和四川省应用心理专委会专家组成员、成都市康河小学特聘心理老师黄蓉聊聊孩
子早恋这个话题，一起探寻正确的应对之策。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女儿上初二那年，家长刘琳

琳觉得自己最担心的事可能发生

了。女儿薇薇一开始偷偷用她的

护肤品，后来，又自己攒零花钱

买口红、眼影、粉底液。通过各

种旁敲侧击，刘琳琳得知女儿对

班长——一个阳光帅气、成绩优异

的男孩产生了好感。她和丈夫如

临大敌，认为女儿陷入了早恋，于

是，开始严密监控女儿的一举一

动，家庭气氛变得紧张。

“早恋，的确是一个令许多父

母闻之色变的现象。然而，对于孩

子来说，对同伴产生好感是成长过

程中的自然现象。”黄蓉表示，从幼

儿园开始，孩子们就会通过各种方

式吸引同伴的注意，无论是同性还

是异性。“但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

青春期，就会引起家长的过度紧

张。”

在黄蓉看来，很多家长对早恋

的定义并不清楚。“恋爱是双方的

互动，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吸引，只

能算是暗恋。”她表示，许多家长仅

凭孩子的某些行为就断定孩子早

恋，会导致孩子的反感，他们可能

因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而反其道

行之。

黄蓉表示，回想自己青春年少

时，相信不少父母也曾有过“怦然

心动”的感觉，推己及人，就能理解

孩子在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好感是

非常正常的，但在自己成为家长

后，却往往无法保持冷静。黄蓉理

解家长的担忧，但同时指出，过度

的担忧可能会产生墨菲定律，因为

越是担心，问题越可能在孩子身上

出现。因此，理性看待问题才是关

键，而不是仅凭一些表面的行为就

给孩子贴上“标签”。

在咨询黄蓉之前，刘琳琳也

想过和女儿好好聊一聊“早恋”

这个话题，但总觉得难以启齿。

谈浅了，担心起不到教育的作

用；谈深了，又害怕女儿“打破

砂锅问到底”。究其原因，黄蓉认

为，自己小时候也没有接受过关

于“早恋”的引导和教育，所以

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会忐忑不

安，甚至不知所措。

一个谈吐温柔、文质彬彬的男

生可能会成为许多女生心中的偶

像；同样，一些男生也会因为叛逆

和独树一帜，让不少女生迷恋。“这

种憧憬并非早恋，而是孩子对某种

缺失的向往。”黄蓉提醒家长，可以

通过孩子喜欢的对象的特点，反思

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是否存在问

题。比如，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话比

较急躁，是否忽视了孩子的发言权

和自主权。

在和黄蓉交流后，刘琳琳坦

承自己当年读高中时，也偷偷喜

欢过班上的数学尖子，为此，她

每天都恶补数学。如今，回望自

己当初的这段经历，将心比心，

刘琳琳明白了女儿对班长的情感

是对其身上美好品质的憧憬及向

往。“事实上，早恋并非洪水猛

兽。家长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引

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价值

观。”黄蓉说。

恋爱原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但加上了一个“早”字，似乎就变成

了家长避之不及的禁忌话题，并将

其视为洪水猛兽。究其根本，黄蓉

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担心早恋会影响孩子的

学习成绩。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一

旦陷入恋爱，就会分心，无法集中

精力学习。黄蓉认为，自制力强、

目标明确的孩子，无论什么时候，

都一定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而

自制力较弱，又没什么目标的孩

子，影响他们成绩的外在因素太多

了，手机、游戏、小说等，都有可能

让孩子专注力不足。由此可见，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谈不谈恋爱”这

件事，而在于孩子“有没有自制力

和目标”。

其二，担心早恋会影响孩子的

心理健康。孩子之所以在外寻求

安全感和支持感，归根结底是因为

家庭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孩子

沉浸网络世界或沉迷恋爱，都是因

为在这些情境中能获得认同感、

价值感和配得感。无论是被家庭

过度保护的孩子，还是长期被严

格对待的孩子，都可能因为对方

的一点关爱而迷失自我。因此，

家长需要把握好教育的尺度，既

要严格，也要有爱；不能过度溺

爱，也不能放任自流。

其三，担心早恋会涉及性相关

问题。家长担心孩子不懂性知识，

从而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然而，

孩子之所以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

往往是因为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

引导和教育。如果家长自己都羞

于开口，又怎能让孩子觉得这是一

个正常的话题呢？

“性教育与早恋息息相关。”黄

蓉说，青春期的孩子探索欲强、容

易冲动行事，这意味着他们在不懂

的领域中自行摸索，可能会产生严

重后果。如果家长没有提前做好

教育工作，孩子可能会因为得不到

答案而走上错误的道路。

正确认识
早恋并非洪水猛兽

理性归因
审视早恋的真正影响

智慧引导
做孩子成长路上的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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