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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夕，儿子的学校发起

了“向贫困山区儿童捐款献爱心”的

倡议，儿子是学校里捐款最多的学

生，校长在广播里表扬了他。可儿

子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问他

为什么不高兴，他说：“爸爸，有什么

值得高兴的呀？我捐的钱都是你给

的，又不是我自己挣的。我觉得用

家里的钱献爱心，并不能真正代表

我自己的爱心。我一定要创建一个

自己的‘爱心基金’账户，以后再有

一些爱心捐款活动时，就动用我自

己的‘爱心基金’……”儿子把“自

己”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可“爱心基金”从哪里来呢？

儿子苦思冥想了一下午，最终决定

在暑假里去捡废品卖钱，创建自己

的“爱心基金”。儿子说，这个想

法源自春节后家里的一次卖废品经

历。今年春节过后，家中阳台上堆

满了春节期间喝空的饮料瓶、啤酒

瓶、易拉罐、牛奶纸箱等废品，一

天，小区院子里传来了收废品的吆

喝声，我便和儿子一起把堆积在阳

台上的废品拿下楼去卖掉，真别小

瞧了这些废品，卖了近50元呢！儿

子又补充说：“一方面，捡废品的

钱可以积攒起来捐给需要的人，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废物回收，减少

资源浪费。”我说：“这倒是个一箭

双雕的好办法，就看你能不能坚持

下去。”

我把儿子的暑假计划和妻子一

说，一向爱干净的妻子竟然破天荒

地答应把阳台腾出来，作为儿子的

废品仓库。有了我们俩的理解和支

持，儿子捡废品挣“基金”的劲头可

大了。

暑假一开始，儿子每天写完当

天的作业，就拎着一个大环保袋出

门去了，两三个小时就能“满载而

归”。一进家门，儿子就直奔阳台，

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一往外掏，矿泉

水瓶、废纸片、破纸箱、铁块……然

后，他又分门别类地将废品整整齐

齐地摆放在阳台上。儿子对捡废品

乐此不疲，连同学叫他去玩游戏或

滑轮滑，他也不为所动。在外捡废

品不到一周，儿子的小脸就晒黑了，

手也变粗糙了，胳膊和肩头还被太

阳晒脱了皮，可儿子一声苦也没叫

过，更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为了加快“爱心基金”的积累速

度，他又增加到上午、下午各捡一

次。小区里的一些邻居听说了儿子

的计划，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并主动

把家里的快递盒、饮料瓶放在单元

门口，让儿子去取。

如今，儿子的废品已经“出仓”

了几次，眼看就要开学了，儿子把他

的“存货”进行最后一次“清仓”。整

个暑假，儿子捡的废品共卖得现金

300元，他让我去银行给他新开了一

个单独的账户，正式建起了自己的

“爱心基金”。他还说一定要专款专

用，决不能私自挪用，并要我和妻子

监督他。

虽然这个暑假，儿子没有纵情

畅玩电脑游戏，也没和同学痛痛快

快地滑上一天轮滑，但儿子说，这个

暑假他过得很充实、很快乐，因为他

正在做一件既美好又有意义的事

情。我想，儿子度过的这个“公益暑

假”，将是他今后人生中一份宝贵的

精神财富。

商雪梅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

也曾有过没有做完暑假作业的情

况，商雪梅和家长们分享了自己的

处理方式。她并没有着急地催促

女儿赶紧“补”，也没有因为女儿时

间分配不够妥当而奚落她，反而

“叛逆”地去向女儿的班主任老师

申请少交部分作业。她坦言，自己

或许是一个很令老师“头大”的家

长，但如此做法，也有她自己的道

理。

当时，商雪梅和女儿一起讨论

了作业的问题。她们都意识到，保

质保量地完成暑假任务是不太可

能了，这时女儿很担心，问商雪梅

应该怎么办。商雪梅回答：“保质，

不保量，做不完的就不做了。”这并

非是对女儿的溺爱，而是商雪梅综

合评估了孩子在暑假的表现给出

的答复。她进一步开导女儿：“你

做假期作业的目的是什么？”“温

习、练习，应对开学考试。”女儿回

答道。商雪梅追问：“开学考试的

目的是什么呢？学习的目的又是

什么呢？”女儿在思考这些问题时

也逐渐捋清了思路，她认为，学习

的过程应该是去丰富自己、强大本

领，以后可以更好地立足，过幸福

的生活。

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商雪梅

告诉女儿：“你看，如果现在面对

作业没有完成的事情，你都如临

大敌了，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

你要怎么办？”她希望孩子能有更

长远的目光和更清晰的目标，“妈

妈看到了你是一个对自己很负责

的孩子，写不完作业不会代表你

变坏了，坚定你的目标，保持对

学习的热爱，妈妈相信你一定可

以做得到。”

商雪梅希望能传递一种乐观

的态度给女儿，并且对她提出了比

“完成作业”更高的要求：明白自己

未来想要什么，然后披荆斩棘去抵

达它，不被其他的东西干扰。“很多

家长太在乎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

尤其是孩子身上暴露出的问题，然

后把眼前的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

放大，看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所

以更加恐惧、焦虑、倍感压力，然后

急切地向孩子传达不满和愤怒。”

商雪梅说。

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如

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幸运的

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

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人生

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在某一阶段

的出类拔萃，远没有具备心理的

韧性重要。“经受得住风浪，克服

得了困难与挑战，是一个孩子心

理能量充沛的表现。”商雪梅提醒

家长，面对新学期，除了在生活

的点点滴滴中去帮助孩子汇集能

量之外，也要帮助孩子找到一个

合理的定位和目标，不合理的目

标会让孩子无限内耗，越来越丧

失自信。保持一个自信阳光、豁

达乐观的状态，才是迎接新学期

最好的面貌。

一早，我进超市买菜，

遇到一小男孩，四五岁的样

子，瘦瘦的，跟着一老人站

在大蒜堆砌成山的一个大

篮筐前。老人一边告诫男

孩一边转身说：“站在这里

别走啊，奶奶去扯一个袋

子。”小男孩听话，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这时我在一旁

选几块老姜。

老人几步走回到大蒜

前，撑开袋子开始选大蒜

——剥开最外层干了的皮，

瞧瞧蒜瓣是否黑掉或发

霉。这时小男孩也动手选

蒜，学着奶奶的样子，拿起

一颗大蒜剥起来，一边剥一

边看。小男孩挺机灵的，

说：“奶奶，我也来选大蒜。

奶奶您看我选的大蒜好不

好？”多和谐的一幕啊！

奶奶忙于选蒜并没有

第一时间关注男孩，像是自

言自语，又像是接男孩的

话：“你小心哟！你剥不好

的！”小男孩听了，不满意，

但还是奶声奶气地回复：

“奶奶，我能剥好，不信你

看。奶奶，你说我哪里没有

剥好？”这时，奶奶差不多要

选完了，掂量掂量口袋里的

大蒜，说：“好了，我们走了，

不要选了。”小男孩没有得

到奶奶的回复，急了，带着

焦急又像是哀求的语气说：

“奶奶，你看我剥好的。奶

奶 ，我 一 个 都 还 没 剥 完

……”声音最后有点任性

地、带着点怨气。奶奶已经转身走向另

外的蔬菜区了，小男孩看看手中的大

蒜，舍不得放下，直到不远处传来奶奶

的喊声：“快点过来——”小男孩用力将

手中的那颗大蒜扔进了筐中，悻悻地走

了。

我看到，小男孩的背影是快步离开

的。他怕离奶奶太远，赶紧跟过去了。

成年人是否有过类似的成长经

历？当孩子正在学习社会中的某一项

准则、要求或技能时，成年人要么忽视、

要么干预、要么否定。孩子内心会经历

什么呢？轻易地放弃、否定自我、不敢

再尝试、对未来灰心……家庭教育特别

要重视孩子成长踏出的每一步。

善于发现孩子尚未踏出的第一

步。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出脚走路、第

一次翻身……这些第一次家长是否观

察过？在孩子真正完成第一次前，有哪

些征兆：反复张嘴出声、拉着东西站立

起来、使劲向一边滚……其实，如果家

长用心，会发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有

最初的试探，他经历学习的最初始阶

段，最期待的是家长能够在他没有学

会、没有真正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被发

现，从而在鼓励中学会勇敢踏出那“尚

未踏出的”第一步。如果这个过程父母

给予积极回应，孩子后来学习其他的技

能时会学得更快。

善于肯定孩子成长中敢于尝试的

每一步。当孩子经过父母的教导后学

会了很多技能时，他们渴望更宽广的学

习天地。除了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还

有劳动技能方面的尝试，他们期待用

“眼、耳、鼻、舌、手”去全方位地认识这

个大千世界。比如小男孩在超市这样

一个“体验环境”中，他主动参与剥蒜，

跟着奶奶学习。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

热爱学习、热爱参与、热爱实践的。

如果奶奶这样做就好了。首先，应

该让孩子知道——可以剥蒜，在超市里

选购物品应该是放松的、愉悦的；其次，

肯定孩子——对事情保持新奇，积极主

动地为奶奶选蒜、剥蒜；第三，赞扬孩子

——参与剥蒜的方法是孩子通过观察

自主学会的，应当表示赞扬；第四，补充

这次选蒜的意义——剥开蒜的外衣是

为了检查大蒜是否坏了（黑色或发霉的

不可以选用）。整个过程，应让孩子在

积极体验中参与、在自主学习中获得技

能、在赞扬中积淀学习生活经验的成就

感。

善于引导孩子走向未知的探索。

一切事件都有积极学习的意义，在生活

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

这是家庭教育引导孩子成长的三种重

要途径。父母要为孩子安排众多丰富

的、家人一起参与的活动，只要参与就

有学习、只要参与就有体验、只要参与

就有成长，鼓励孩子参与到这些活动中

来。孩子跟随父母在探索中走向未来，

获得认知成长与能力提升，从而走向身

心的完整。

愿剥蒜的小男孩能一如既往地勇

于尝试、努力探索，和父母家人一起走

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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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假逐渐进入尾声，如何让孩子“收心”，状态满满地迎接新学期的挑战，成为家长们格外关心
的话题。对此，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会副主任、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学院副教授商雪梅指
出：“从快乐的假期，回归学习生活，孩子的新学期适应并非易事。成人在休假后尚会有难以进入状态的

感受，此时家长更应体谅孩子，在家校社共育的环境中，帮助孩子顺利完成向新学期
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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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教育，除了在学校的学习

生活，还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

境密不可分。家庭、学校和社会协同

共育的教育生态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如何培育一个具有幸福能力的孩

子成为家校社共育的目标。在孩子们

最爱的假期，家校之间如何打好“配

合”，让孩子玩时尽兴，学时收心？商

雪梅指出，家长需要看到孩子所面临

的环境压力，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支

持，此时，家长仅仅与学校的要求保持

表面的一致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保持“有差异”的一致，既避

免家与校各自为政，又能够做到和而

不同？商雪梅认为，家长是否怀有一

份觉察力格外重要。“面对假期里想要

偷懒的孩子，临近开学还没完成作业

的孩子，家长切忌一昧地批评和指责

孩子。正确的做法是体察孩子、理解

其心理，顺应孩童天性，以更接近教育

本质的方式、方法解决出现的问题。”

举例来说，当孩子被老师批评时，

看到家长群内批评的话语，家长或许

会感到颜面扫地，此时，商雪梅呈现了

两种不同的做法，供家长选择。

第一种，家长秉持“为孩子好”“对

孩子负责”的态度，希望强化这一次的

教育效果，于是把压力也施加给孩子，

或以严厉的话语，或用惩戒的手段，让

孩子好好“长记性”。另一种方法则是

先安慰犯错的孩子。这采取的是一种

看似与老师“唱反调”的方法，比如“看

到孩子犯了错或是考试失利，又听老

师这么一说，我心里感到好难过、压力

很大，甚至感到无地自容。作为一个

成年人尚且感受到了这么大的心理压

力，可想而知我的孩子面对这一切时

该是多么的艰难，他被批评时脑袋里

肯定是装满了各种负面的信息，内心

也特别拉扯。”沿着这个思路，商雪梅

给出了第二种方案：先感同身受，再共

同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的孩子，方法

的适用性也各异。商雪梅指出，学校

和家庭是两个教育场所，教师和家长

是两个教育者，应该各司其职，才能给

孩子营造张弛有度的成长氛围。

“如果一根弦绷得太紧容易有断

掉的风险，暑假正是孩子们‘松松弦

’的好时机。”商雪梅说，家长此时

不用提前焦虑，给自己和孩子真正放

个假，收拾好“心灵能量”的行囊再

出发。

近期，一个内容为“容错率高

的家庭有多幸福”话题，引发了网

友的共鸣和讨论。淘气的孩子弄

坏了电视机，妈妈给出的反应是：

“电视坏了，看投影就好了。”爸爸

和妈妈商量后还决定一家四口去

吃顿烧烤“压压惊”，小朋友也第一

时间给出“解决方案”——把零花

钱全部拿出来给家里换新的电视

机。“东西已经坏了，就不要再去损

坏感情了。”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阳面和阴

面，选择去看哪一面才是获得积极

影响或消极影响的关键。”商雪梅

指出，积极阳光的心态是孩子格外

宝贵的心理资本，这样的能量能让

他更自信地向阳生长。

不过，有的家长总纳闷，家里

保孩子衣食无忧，孩子只需要好好

上学读书，自己也没有要求孩子拿

出多么优异的成绩，孩子哪来的这

么多压力和烦恼？商雪梅替孩子

们给出了答案：即便父母不做过多

的口头要求，孩子们依旧生活在学

校、社会的评价体系之中，竞争的

压力并不是孩子们主动选择的，却

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对家长而言，

重视、理解孩子的身心全面发展是

第一步，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心理能

量的储备，为成长赋能，则是接下

来的必修课。

首先是氛围的营造。商雪梅

指出，让孩子感受到“阳光”，需要

家长关注到与孩子在日常相处、互

动中所传达的态度、话语方式以及

行为影响。举例来看，当孩子沮丧

哭泣时，有的家长会对他说：“你怎

么老是哭呢？哭能解决问题吗？”

是的，哭泣确实不能解决棘手的问

题，但却是孩子情绪的出口。如果

家长只是表现出排斥、厌恶的态

度，可能孩子以后不会在爸爸妈妈

面前哭了，因为他并不会得到理

解，但他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自责情

绪。

其次，松弛感的营造也很重

要。商雪梅谈到，在假期，其实很

多孩子是松弛不了的，他们要完成

作业，要复习巩固、预习新知，或是

培养自己的兴趣特长，也会有不少

家长严格要求孩子不能睡懒觉、不

能玩手机。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

状态是有必要的，但适当的休息、

偶尔的“放纵”也不可或缺。商雪

梅建议家长多换位思考，是否自己

在周末或节假日也想偷偷懒、放松

一下身心。“休息并不可耻，甚至和

努力一样重要。”商雪梅说，家长需

要给孩子更多的松弛感。

相信孩子是做到松弛的必要

条件。很多家长严格要求孩子是

担心他们不够自律，放松之后就会

养成坏习惯，作息紊乱影响状态。

商雪梅反问家长们：“难道成人休

假几天之后再回到工作岗位，原来

的工作都不会干了吗？这样的事

情没有发生在成人身上，也不会发

生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一旦进

入新学期，回到学校的环境里，规

则、纪律自然会约束孩子的，不用

成人去逼迫，孩子自然能够做得

到。”

家校共育
营造张弛有度的环境

重在赋能
让孩子感受到阳光

滋养心灵
重视成长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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