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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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教子，我们共同的
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庭和家长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部分

家庭中，因家庭教育缺失导致子女心

理、生理健康出现问题的案例却时有

发生。如何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成都

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朱书依

据《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广大家长建

言献策。

朱书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

章“家庭责任”中的内容，向家长们阐

明了如何在法律指导下对孩子进行家

庭教育。首先，家长应当树立责任意

识，提高教育能力。她建议家长们树

立起“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的责任

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的方

式方法，提高家庭教育能力。

其次，她认为家长应注重家庭建

设，创建优良家风。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培育积极健康的家风文

化，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

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

围。

此外，家长应当针对子女的个体

差异，因材施教。未成年人的父母要

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

“因材施教”，积极主动培养孩子广泛

健康的爱好，增强孩子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同时，家长还需要积极同

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共同

促进孩子健康发展。朱书特别提醒家

长们，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或怂恿未成年人从事违反社会公序良

俗的行为。

朱书还结合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全

国第一案进行解读。该案例讲述了一

起离婚家庭中一方再婚后未尽应尽的

抚养义务，将子女托管于保姆的故

事。法院经审理案件后，根据子女的

意愿将子女判给了另一方抚养，并作

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被判于的一

方多关注子女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

求，与学校老师多沟通交流，并与子

女同住，主动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

责任，不得让子女单独和保姆居住生

活。

这起案例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让家长不再是

家庭教育的旁观者，教育孩子既是责

任，也是义务，家长及监护人要积极努

力，让和谐良好的家风代代传递。

培养心理健康的孩子
“您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孩子？”这

是家庭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家庭教育

的目的。

回答起这个问题，有些家长可能

会说，我想要一个学业优异的孩子，有

些家长可能会说，我想要一个能为社

会作贡献的孩子。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生

导师张皓，在她的分享中为家长们指

点迷津。

张皓建议家长，如果对此问题感

到困惑，不妨把“培养一个心理健康的

孩子”作为家庭教育的目标。那么，心

理健康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张

皓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标准有以

下 7个：智力正常；善于协调和控制情

绪，心境良好；具有较强的意志品质；

人际关系和谐；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现

实环境；保持人格的完整和健康；心理

行为符合年轻特征。

张皓举例说，一个家长因刚刚上

初中的孩子经过“智商测试”，指标低

于正常值而感到困惑。关心孩子的智

力水平固然合理，但是智力的评定应

根据两个标准来判定：一是寻找专业

的机构人士进行智力测验；二是根据

社会常态标准。孩子虽然在智力测试

中，成绩未达到正常标准，但却能够以

较为优异的成绩一路从小学生升入初

中，根据社会常态标准，孩子的智力明

显是正常的。因此，家长无需过度焦

虑，孩子的智力“够用”就好，不必在意

所谓的智力测试。家长应多关心孩子

的心理健康，并予以正向的指引，助力

孩子健康成长。

张皓建议，家长在协助孩子处理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可以尝试从两

个方面入手：一是关注事情本身；二是

关注孩子所表达的情绪。多关注孩子

的情绪表达，可以更好地关注到孩子

的心理动向，也更有利于呵护其心理

健康。

同时，在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时，家长应该避免过度说教。“教育

不等于说教”，张皓认为，家长需要对

孩子多进行具体而细致的指导和关

爱，讲究策略，试着站在孩子的立场，

解决问题，而不是“空讲道理”。

好家长要“走心”
一个称职的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看

待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问题？

孩子遇到困境时，家长究竟该怎样正

向引导？电子科大附小、石室初中、成

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家长代

表结合自身经验，分享了见解。

电子科大附小的家长代表表示，

此前她更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却很

少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但发生在

自己身边的“丫丫的故事”改变了她的

教育观。

朋友的孩子丫丫（化名），是个典

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上五年级的她

成绩优异，性格乖巧。但这样优秀的

丫丫却去看了心理医生，原因是丫丫

的老师多次在她的作文中发现，丫丫

一直羡慕自己的朋友有个“好家长”，

因为不管朋友乖巧与否，作业完成得

怎样，父母都会予以鼓励和关爱，反观

自己却很难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意，

仿佛只有取得优异成绩时父母才会给

予爱。

丫丫时常认为，父母对她的爱来

自于她优异的成绩，而非她本身，这种

爱是有条件的。这让她感到十分压

抑，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好在

家长察觉到丫丫异常的表现后，及时

反思并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丫丫逐

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丫丫的故事让这位家长意识到，

如果家长对孩子的心理需求莫不关

心，致使孩子缺乏情感支持和行为帮

助，即便物质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孩子

的内心也会感到不满和痛苦，甚至产

生各种心理问题。

因此，她建议家长们要多关注孩

子的情绪和行为，用“共情话术”引导

孩子表达内心的想法，更多地关注到

孩子的情感需求。

这样的问题不仅在低龄阶段容易

出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身心健康

更需要加以重视。来自石室初中的家

长代表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自

我意识形成的重要阶段，错误的家庭

教育方式可能会对孩子成年后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他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容易产生

叛逆心理，因此作为青春期孩子的父

母，要沉得住气，用“冷静”来应对“火

热”，多重视与孩子之间的“疏通”。同

时，家长自身也需要陪同孩子共同学

习和成长，注重自身的情绪管理。

青春期孩子的家长常常更加在意

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漠视孩子的内心

世界。对此，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家长代表建议，家长要意识到孩子心

理资本的提升比成绩提升更重要，要

积极配合学校，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

孩子的心理资本。

心理学上有一个“镜中我”概念，孩

子的心智发展不成熟，他对自我的认

识，就取决于父母对他的态度、评价。

内心强大的孩子，是父母这面“镜子”映

照出了他的底气。父母发自内心地接

纳孩子、认同孩子，孩子才能放下别人

的眼光，坦然做自己，即使被别人用异

样的眼光打量，他也依然活得强大而自

信。

午睡起来，陡然看见“闷葫芦”的孩

子爸发了朋友圈。心下一惊：什么事？

一张“抽象派”的国画大公鸡映入

眼帘，配文“学了三天，画了只Q版大公

鸡。”语气里颇有些沾沾自喜。

这幅画，我和孩子都不太满意。

上午，孩子从国画班放学，我本想

看看他的画，谁知孩子一反常态，直接

把画揉成一团扔到了垃圾箱。

“扔了干嘛？”我问。

他嘟囔道:“我画错了，最后一笔错

了，整张都废了。

打开手机，看了老师发的孩子们的

画。开始有针对性地给他讲方法：“要

观察好了，想好了再动笔。”“要注意先

后顺序。”“要考虑画面整体布局。”……

絮絮叨叨，一本正经，自认为自己既有

方法，又有耐心。

午饭时，孩子仍是打不起精神，

有点“蔫”。当他提出不想去学国画

了。我本想安慰他的话都变成了气

恼。

“不能放弃！明明开始是你自己

提出喜欢国画，想去学的呀！”遂又

讲了一堆不能半途而废，不能朝令夕

改等道理，最后又打了一通感情牌

“在学校美术老师都说你有国画的天

分呢！怎么？这十多年发现的唯一天

分你都要扼杀了？这不是你的风格

哦！”

孩子没有说话，但心里并没有认同

我所说的。知子莫若母，他的那点小心

思，我一眼就能看穿。可还能有什么办

法让他“回心转意”？管得住人，管不住

心。

下午上完课，在车上说起他爸发朋

友圈的事。孩子也一下来了好奇心，问:
“我爸发的什么呀？”因为正在开车，我

就让他自己看。

孩子看完没有说话，我透过后视镜

暗暗地观察着他，一眼瞧见他眸子的光

以及脸上若隐若现的羞涩笑意。那一

刻我意识到，任何的道理、语言都显得

多余。

画得好不好，现在画得好不好，和

其他小朋友比起来画得好不好，真的那

么重要吗？

没有人会怀疑父母爱子，但真心的

爱又何必那么多横向、纵向的比较？何

必那么多指指点点似的“大道理”？孩

子虽小，但也分得清什么是真心欣赏，

什么是“别有用心”。

第二天，孩子欣欣然去画画了。

孩子在最亲近的人眼中定位自己

的模样，我们眼中的欣赏、真诚，是滋养

孩子的光。

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

会对大人做的事情感兴趣，并主动

提出“让我来”。一些家长考虑到孩

子太小，担心他们做不好，或是为

了省时、省心，常常阻止孩子说：

“一边玩去，别在这里给我添乱。”

可能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拒

绝孩子帮忙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孩子主动要求做某件事，说明他对

这件事感兴趣，父母的拒绝无疑会

打击孩子的热情和信心，以后遇到

类似的事，他们就会无动于衷，袖

手旁观，认为自己反正也帮不上什

么忙，不如不做。拒绝孩子帮忙，

也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去做每一件事情，不一定

都会成功，但不去做，绝对没有成

功的机会。父母不要过于看重结

果，要学会欣赏过程，看到孩子点

滴的进步。

其实，孩子“帮倒忙”并非一

无所获，首先，“帮倒忙”能让孩子

体会到大人的不容易。许多孩子并

不了解父母的艰辛，他们以为父母

做的事情很好玩，很容易。通过

“帮倒忙”，孩子会发现，原来事情

与他们想象的不同，渐渐地，他们

就会理解父母的工作，并心怀感

恩，主动帮父母分忧。

其次，“帮倒忙”能培养孩子的

责任感。无论什么事情，只有亲手

做过，亲身经历过，才会懂得珍

惜，才会真正负起责任来。孩子是

帮了“倒忙”，是给家长添了麻烦，

但他也从这件事中汲取了经验和教

训。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吧，让他们

在实践中慢慢探索，并逐渐掌握事

物的规律。

再次，“帮倒忙”能锻炼孩子的

动手能力和协调能力。女儿小的时

候，曾帮了我许多“倒忙”，第一次

帮我洗碗，结果把碗打碎了；第一

次帮我除草，结果把花给拔了；第

一次帮我包饺子，结果把馅弄得满

桌子都是……许多事情并不是一次

就能做好，往往要经历数次尝试和

失败，我们不能要求孩子做到尽善

尽美，只要他们能够认真地做，并

坚持到最后，便是成功。不要担心

孩子做不好，也不要心疼那些被毁

坏的东西，比起孩子的成长，一个

碗，一盆花、一团馅又算得了什么

呢？

最后，“帮倒忙”能实现孩子被需

要的愿望。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

的认可，孩子也不例外，他们在帮大

人做事时，其实是希望得到大人的肯

定。如果大人能够适当示弱，多让孩

子表现，孩子就会从中获得成就感，

更加乐意去做这件事。

所以，当孩子提出“让我来”

时，家长不要拒绝，要给予鼓励。

比如，“宝贝，真不错，知道心疼爸

爸妈妈了。”“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能帮爸爸妈妈做事了，我真高兴！”

父母的鼓励是孩子成长的动力，无

论他做得好不好，都不要指责他，

批评他。当然，为了尽量让孩子少

“帮倒忙”，家长应该事先告诉孩子

一些基本的方法、步骤和技巧。如

果有必要，可以帮孩子完成一半，

再让孩子完成另外一半，这样既达

到了锻炼孩子的目的，又能帮助孩

子建立自信心，让孩子在“帮倒

忙”中学到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

知识和技能。

此时，无声胜有声 ■ 王蕾

允许孩子允许孩子
““帮倒忙帮倒忙””

■ 周礼

成华区“十万家长共上一堂课”——

关注心理健康关注心理健康 共建幸福家庭共建幸福家庭
■ 记者 张玥

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离不开
家长的关爱和支持，也离不开老师
的引导和帮助。随着《中华人民共
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
明确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充分发挥
家校教育“合力”，依法带娃，科学
带娃有了依据。

10月15日，由成都市成华区
教育局主办、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承办的“全区中小学十万家
长共上一堂课”教育惠民公益讲座
开讲。活动以“关注心理健康·共
建幸福家庭”为主题，邀请到成都
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朱
书、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张
皓及来自电子科大附小、石室初
中、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的家长
代表作分享。专家和家长们齐聚
一堂，共同探讨家庭教育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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