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六的晚上，儿子趴在书桌上，认

真地拼装一架乐高战斗机，嘴里嘀咕

着：“如果这里装错了，整个机翼都会

垮掉。……”他边想边调整，不知不觉

已经摆弄了快一个小时。我坐在旁边，

忍不住问他：“要不要我帮忙？”他头也

不抬地回了一句：“不用，我能行。”

听到这句话，我有些惊讶。平时他

遇到难题，总是习惯性地喊：“妈妈帮

我！”但今天，他竟然选择自己解决。看

他皱着眉、认真琢磨的样子，我突然意

识到，比起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孩子

更需要足够的“内心营养”——让他们

学会独立、学会思考、学会面对挑战，

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想依赖别人。

孩子成长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

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但很多时

候，作为家长，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要帮

他们省去“犯错”的机会。

记得儿子刚学骑自行车时，他一

开始不敢自己上车，总是拉着我的手

不放。每次摔倒，他都会委屈地看着我，

希望我去扶他。可如果我每次都拉他

一把，他永远学不会如何掌握平衡。于

是，我开始退后一步，告诉他：“你可以

试试看，摔倒了没关系，拍拍灰尘，再来

一次。”果然，他摔了一次、两次、三次

……后来，他自己骑着车绕着小区转

了一圈，兴奋地大喊：“我成功了！”

如果我们总是过度保护孩子，不

让他们经历挫折，那他们的内心就会

变得脆弱，遇到一点小事就容易退缩。

而真正的“内心营养”，是让他们学会

面对失败，学会从错误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

有一次，儿子因为一道数学题卡

住了，气得把书往桌上一丢，大声嚷

嚷：“这题太难了，我不会！”看着他急

躁的样子，我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而

是问他：“你刚才是怎么想的？你觉得

哪一步出错了？”他一开始不情愿，但

在我的引导下，慢慢地又开始尝试推

理。5分钟、10分钟……当他终于解出

这道题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原来

我能行！”

这件事让我更加确信，孩子的内

心需要“坚持”的力量。我们可以教会

他们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

耐心和毅力。当他们明白，困难并不可

怕，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找到答案，他

们就会更有勇气去面对挑战。

有一段时间，儿子很喜欢画画，但

他的画风有些“独特”——房子总是歪

的，太阳是蓝色的，小猫长得像恐龙。

有一天，他拿着一幅画兴奋地跑来问

我：“妈妈，这个好看吗？”我看着那幅

画，实在没看出来画的是什么，下意识

地脱口而出：“这画的什么啊？”他脸上

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低下头说：

“算了，你不懂。”

那一刻，我有点后悔。孩子的世界

本来就充满奇思妙想，而我们作为家

长，如果总是用“成人的标准”去评价

他们，反而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我深

吸一口气，换了一种方式对他说：“这

幅画的颜色搭配很有趣，你能跟我讲

讲你是怎么想的吗？”听到这句话，他

立刻来了精神，兴奋地给我讲起他的

创作灵感。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

式，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尊重。如果我

们总是用批评和否定的态度去对待他

们，他们的内心就会缺乏安全感，久而

久之，甚至不愿意再表达自己。而真正

的“内心营养”，是让他们知道，无论他

们的想法多么不同，都能被认真倾听、

被尊重。

有一次，儿子在学校里因为一个

小冲突和同学闹了矛盾，回家后闷闷

不乐地坐在沙发上。我问他怎么了，他

支支吾吾地说：“今天，同学说我笨，我

真的很笨吗？”看着他小小的身影，我

心里一酸，轻轻地抱住他，对他说：“每

个人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但这不代

表你笨。你是一个努力、聪明的孩子，

妈妈永远相信你。”

孩子的内心是敏感的，在成长过

程中，他们会经历很多自我怀疑的时

刻。如果他们总是被否定，就容易失去

自信。而家长的肯定和鼓励，就像是他

们心里的“养分”，让他们知道自己是

被爱的，是有价值的。

真正的成长，不是没有困难，而是

孩子们学会如何面对困难。而我们能

给他们最好的“营养”，就是让他们拥

有强大、充满力量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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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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生活中，我们常能听到家长这样教育孩子：“男孩要有男孩的样子，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在传

统的性别观念中，男孩更顽皮，女孩更听话；男孩应坚强，女孩应温柔；男孩要当“顶梁柱”，女孩要做

“贤内助”……基于性别认知的“惯性思维”，不少家长选择以“分性别”的方式规范、引导孩子。

但究竟是谁定义了男孩、女孩应成为的样子？因“性别”施教真的科学吗？本期，我们邀请到成都

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四川省性学会副理事长兼性教育分会会长、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

地主任苟萍共同探讨。

误区
教育需要“分性别”？

“男孩和女孩天生不同，我们在教育中

自然也要有所区分。”育有一儿一女的家长

陈先生表示，“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衣

服、玩具，大到行为要求、相处方式。我认为

儿子可以适当‘放养’，女儿则要‘捧在手心

里’呵护。”陈先生认为，“分性别”养育能让

孩子们的成长更符合社会要求与期待，避免

未来因行为“出格”而受到歧视。

和陈先生怀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

数。从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为他/她取

符合性别气质的名字；买玩具时，给男孩买

汽车模型，给女孩买毛绒玩偶；上学后，默认

男孩更擅长理科，女孩更擅长文科……对男

孩和女孩分类讨论，为他们精心打造“符合

性别”的成长模式，真的更有利于孩子的未

来发展吗？

苟萍表示，这符合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

待与规范，却不一定符合孩子成长的真实需

求。在“分性别”的教育下，我们更容易陷入

“性别刻板印象”的误区，以性别笼统分类，

忽视了孩子的个性化特征。

例如，从小被教导“男子汉要坚强”“男

儿有泪不轻弹”的男性，更容易压抑情绪或

以展露脆弱为耻；从小被要求心思细腻、善

解人意的女性，更容易表达感受或与他人共

情。这并非因为男性天生就更加理性、坚强，

女性天生就更加感性、脆弱，而是后天塑造

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不论男女都应该学

会合理表达情绪，遇到挫折时不轻易崩溃，

脆弱无助时不故作坚强；在与人相处中将心

比心，既可以晓之以理，也可以动之以情。不

因为是男性或是女性而在行动前先给自己

套上了罩子。

“因‘性别’施教

最大的问题在于夸大

了性别差异带来的

影响。不同性别间

的 差 异 并 非 天

堑，两性在智力发展、精神品质、基本的行

为规范等方面应具有一致性。”苟萍指出，

男女有别更多指向生理性别的差异，家长

在引导孩子建立性别认知前，需要先充分

了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形成。人的生

理性别是先天的；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建构

的，指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望和

规范，以观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

性别认知和行为模式。同时，人们的行为也

在不断塑造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内涵。

因此，“分性别”的教育看似合理，却并

不可取。苟萍指出，和“男生晴天不该打伞”

“开车远离女司机”一样，很多由性别出发的

刻板印象并无道理可言，“模式化”地培养孩

子，并不利于挖掘孩子的成长潜力；过于强

调两性差异的教育，也会加深社会整体的性

别偏见，不利于社会分工与家庭分工的优

化，会限制孩子未来的职业发展。

认知
承认差异，消除偏见

“女儿不爱穿裙子，喜欢玩男生玩的游

戏，被当作‘假小子’，该如何是好？”一位家

长在咨询中告诉苟萍，女儿平时精力充沛、

活泼好动，不属于传统认知中“文静、乖巧的

小女孩”。虽然自己并不觉得孩子的穿衣风

格、行为举止有太大的不妥之处，但察觉到

外界审视的眼光时，她还是决定劝说女儿做

出改变，从外形上的“换裤装为裙装”做起。

尝试后，女儿还是想换回裤子，因为奔跑、玩

耍时都更加方便，做大幅度的动作也不受

限。是坚持要求女儿转变风格，还是尊重她

的个性化选择？这位家长有些摇摆不定。

面对这样的困扰，苟萍认为，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必为了迎合大众审

美而打扮得千篇一律。但她也理解家长的担

心，于是引导家长思考：更希望女儿长成外

界期待、认可的样子，还是成为她自己喜欢

的样子？几经斟酌，这位家长决定尊重孩子

本来的样子，让她做自己。

苟萍表示，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男

女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常被泛化到其他领

域，固化为性别的标签，未被“标签化”的人

反而更容易受到歧视与偏见，比如将豪爽、

强势的女性称作“男人婆”，将细腻、柔和的

男性称作“娘娘腔”。

“不符合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并不是

孩子的错。”苟萍说，“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

无法以一套标准简单衡量、概括。我们需要

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远远大于男

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差异普遍且客观地存

在，关键在于怎样去看待。”

不符合“标准”性别角色的孩子可能会受

到歧视，身材矮小的、成绩不佳的、身体发育

早的、带有口音的孩子也都有可能会因为“不

同”而受到伤害。苟萍提醒，当孩子被当作“另

类”对待时，家长首先需要告诉孩子，你并没

有做错任何事，即使不同于其他人，也理应受

到尊重。至于是否要做出改变、顺应大众，苟

萍认为，选择权在于孩子自己，家长需要充分

表达对孩子的支持与理解，而非站在对立面

指责和要求孩子，施加额外的压力。

“尊重个性化选择、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才不会被偏见绑架。”

苟萍倡导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接纳和尊

重个体差异，反对偏见、歧视和欺凌，促使孩

子更友善地与他人相处。

行动
超越“性别脚本”培养孩子

科学、合理的“性别教育”并不以消灭差

异、男女同一为目标，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正

确认识自己的生理性别，在足够包容的社会

环境中，安全地超越既定的“性别脚本”——

男孩穿粉色衬衫而不被嘲笑，女孩投身科研

而不被质疑，在探索中定义“自己是谁”，而

非被规定“应该像谁”。

家长作为孩子性别教育的启蒙老师，需

要教会孩子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学会理解

和尊重不同性别之间生理结构的差异。“在

幼儿园阶段，孩子的性别意识开始萌芽，能

够辨别男性和女性在外部特征上的区别，家

长可以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从生理特

征出发，了解不同性别的本质差异。”苟萍提

醒，“在教孩子认识自己的生殖器官时，家长

也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如内

衣、内裤遮盖的是自己的隐私部位，他人不

可以随意触碰。自我保护意识非常重要，不

仅女孩的家长需要重视，男孩的家长也一

样。”

同时，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也

需避免下意识地强化孩子的性别刻板印象，

减少以性别角色为预设的行为、品质教导，如

“你是个小女孩，注意一下自己的坐姿”，会使

孩子产生误解，认为“保持坐姿雅观”是专属

于女孩的要求。苟萍指出：“无论是对孩子的

提醒还是要求，家长在表述时需尽量减少与

性别‘挂钩’。美好的精神品质，男孩、女孩都

应拥有，不良的行为习惯，男孩、女孩都应该

改正，不该因性别不同而区别对待。”

苟萍表示，家庭是孩子学习人际关系、

情感交流、社会规范的最初场所，家长的性

别观念、性别教育对孩子的认知发展、能力

成长至关重要，对孩子未来的情感关系和职

业选择有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性别分工越来越强调男女平等，“男性养

家，女性持家”不再是一定之规，现代社会同

样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女性追求职业发

展。在家庭分工中，家长也需要给孩子做好

榜样，做到尊重彼此的劳动成果、肯定彼此

的付出，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从‘拼体力’到‘拼头脑’，社会分工与

生理差异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小，在能力培养

中，家长切莫以性别为牢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潜力，个人兴趣、学习能力才是孩子选专业、

选职业的参考标准。”苟萍表示，应鼓励孩子

自由选择兴趣、爱好，探索与尝试不

同领域的学习和活动，让他们按照

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去发展，

敢于承担任何自己能

胜任的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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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性别”
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昨天晚上，我和女儿一起开被窝“卧

谈会”，聊到了晚上11点，这是她上小学

以来我们最放纵的一次了。

最近，我发现女儿被“100分”给控制

了。是的，控制。知道要考试了，她就开始

想自己能不能得100分；考试当天，一回

家，她就会不停说，希望这次考试可以得

100 分；知道考试成绩后，要么开心地告

诉我她心愿达成，要么伤心地告诉我由

于粗心又错了一题。

我也曾开解过她几次，可是收效甚

微。她依旧在 100 分的控制之下越陷越

深……

索性，这天晚上，我们相拥着说了说

心里话。

原来上小学以来，不仅“100分”控制

了她，班上的各种小干部称号也控制着

她，还有老师请了某某同学领读、让某某

同学读题、表扬了某某同学，也让她羡

慕。更让我担忧的是，她还告诉我，她觉

得自己不够聪明，觉得她的好朋友是全

班最厉害的人。

我搂着女儿，提醒她：“你也是老师

心中的优秀学生，老师不止一次夸奖你

学习认真、书写工整，也多次把重要的任

务交给你。”她点点头，我又说：“上进是

一种积极的动力，但是妈妈并不希望你

被这些操控，妈妈希望你的学习过程是

快乐的。”

我想了想，对她说：“你认为班上最

厉害的人恰好是你的好朋友，这不是很

好吗？你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

起成长，她努力、细心，但你也很棒，不要

只看到别人的光芒，也要看到你自己身

上的光芒。”女儿抬头望着我，眼睛亮了

起来。

“妈妈希望你可以明白，学习是你作

为学生最重要的事，但是学习成绩并不

是。除了成绩，你还要学会欣赏自己、欣

赏他人，即使有人比你更厉害，你也要坚

持做那个努力的自己。”说着，我把女儿

搂得更紧了。

聊着聊着，我不由得想起前阵子看

过的一部电影《好东西》，里面的小孩说：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

的？”

亲爱的女儿，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

吧！你只要“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努力

又快乐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就好。试卷

上的100分，只是某个单元的考试，并不

是人生的全部；班上的小干部，老师挑选

的是认真负责的人，并不因为“100 分”；

比你优秀的同学并不是更聪明，可能因

为他们更努力或者更擅长学习……

不知道我的话女儿能听进去多少，也

不知道她这样的状态还要持续到什么时

候，但我会陪着她走过这段特别的时光。

关上灯，准备睡觉了，我又把女儿搂

进怀里，温柔地说：“女儿，无论何时何

地，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成绩，更在于你的努力、正直

和勇气。让我们一起为那些优秀的同学

鼓掌，但也别忘了，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

自己。”

孩
子
，为
自
己
鼓
掌

■

蒋
雨
晗

给孩子足够的
“内心营养”

■ 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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