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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带小孙子在芍药园内

玩，其惊艳于漫若彩锦的各色芍药

花，雀跃着拍照若干。行至小河

边，看水面有花，摆出造形，想与花

一起拍照。

我边给他拍照边告诉他，这是

睡莲。“睡莲，睡觉的莲花？那不拍

了，不能吵醒它！”任我怎么解释，

他都坚持：“它不是在睡觉怎么叫

睡莲？奶奶，你声音小一点，嘘，水

里的花在睡觉呢。”好吧，你是对

的。吃饭时，小孙子又冒出了两个

不规范的词语：“奶奶，把碗递给

我，我不够着；奶奶，我不吃鱼的种

子。”虽然他的表达不太规范，但却

没有影响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尤其

是“鱼的种子”一词，似乎比“鱼籽”

更加生动形象。

如今，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其中

睡莲的那一张，因取景较远，不是很

清晰，感觉小小的花笼在一团淡淡

的雾气中，真像蒙眬欲睡似的。想

把这张照片删除，可小人儿喜笑颜

开的模样实在惹人喜爱。每每翻看

照片收藏夹时，总会对这张“睡觉的

莲花”端详一番，觉得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并非是花，而是小孩

子的话。其实，我可以将睡莲名字

的由来很清楚地讲给他听，但我却

没有。他爸爸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也把“眼镜”说成“看镜”，把“眉毛”

说成“眉胡子”，我也没有刻意地去

纠正他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孩子

说“看镜”，以眼镜的功能命名，更

符合幼儿认知。而“眉胡子”一词，

想来小孩是从眉毛与胡子都是毛

推出的结论。这些不合乎规范的

称谓却反映出了孩子的思维自有

其内在的逻辑，是孩子的本真体

现。反观当下，那么多网络词语大

多是不合乎语言规范的，有些词语

和表达方式，常让人看得一头雾

水。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如果几天

不上网，很有可能就无法理解学生

作文里的一些词语是什么意思

了。尽管对学生再三强调，作文不

能用不规范的网络词语，但我们总

不能为了学生的遣词造句合乎规

范，而让他们闭目塞听吧？何况，

课堂上有时也需要借助某些接地

气的网络新词，提醒企图摸鱼的、

刺激妄想“躺平”的、鞭策妄自菲薄

的……也可自我调侃一番，看似不

登大雅之堂的无厘头，却比一本正

经地教育效果好。

其实，每个人都是从懵懂的童

稚小儿渐渐被规范着长大的。成

长路上，可能也曾“大闹天宫”过，

但最终往往能修成所谓的正果。

孩子终会成长、成熟，不仅仅是因

为各种规范的制约与引导，而是其

内心也有那一朵“睡觉的莲花”。

我们不能只告诉孩子某些事物真

正的名字，更不能粗暴地说孩子错

了。只要不影响别人，不与各种秩

序相冲突，他有权利为这些事物

“命名”，那是他的世界。等他的词

语或语法在不知不觉间规范起来

时，所谓的语言规范，其实已经不

需要强调了。

当小孩子的言行尚处于萌芽时

期，我们要做的是呵护与引导，而非

自以为是地纠正与指责。学习如

此，做人也是如此。茁壮的大树都

是从幼嫩的小树苗成长起来的。

孩子从牙牙学语，到好奇地探索世

界，尝试着融入班级、融入社会，一路上，

他们的潜能在不断被发掘。这个过程中，

需要的是家长的陪伴、引导和帮助，而不

是画好一个框，限制他的思维和行动。

有一个女孩在 12 岁时选学了摄影

课，她告诉父亲，摄影家们都喜欢用黑白

胶片。于是，父亲满足了她任性的要求，

给她买了黑白胶卷，并陪着她去拍摄著

名的圣路易斯拱门。

那天，天阴沉沉的，父亲建议等太阳

出来再去拍摄，但她说，这样的光线正适

合她构想的照片。女孩从极为奇特的角

度拍摄，父亲尽量和蔼地建议她退后一

些，拍下整个拱门。但她没有理会，又走

向另一边，重复了前面的动作。父亲希

望女儿能拍张漂亮的照片，所以再次试

图告诉她该怎样拍，可她对于父亲的忠

告依旧置若罔闻，完全没有把父亲多年

的摄影经验放在眼里。“不，我就要这样

拍。”女孩说。

父亲有些生气地想，好吧，无非是浪

费些胶卷和冲洗照片的钱，让她受到一

些教训吧，就算是付点学费。然而，他没

有想到的是，女儿给他上了一课。她拍

的拱门挂到了多家美术馆里，被广为收

藏。

生活中，一些家长经常会习惯性地

把自己的既有知识和经验强加给孩子，

总认为孩子没有经历过便做不好，总喜

欢一一指导，甚至代做。在反复包办代

替的过程中，形成了惯性思维——孩子

不行，需要我们帮助、指导。于是，扼杀

了无数具备独特洞察力的奇趣作品。孩

子也因为家长的催促和不信任而越来越

着急、毛躁，做不好事情。甚至家长越

催，孩子越慢。

“我家孩子太能磨蹭了，我越着急他

越磨蹭，真让人心烦！”总听到一些家长

这样抱怨。殊不知，孩子看到家长心烦，

他们的内心也会不安，会想试探一下爸

爸妈妈是否依然爱他，于是选择用磨蹭

来“撒娇”“耍赖”。而家长无视孩子发出

的信号，不去了解孩子的情绪，跟孩子一

起探索世界，一小步一小步地成长、前

进，而是把孩子拽到自己的节奏和自己

的框架中，强迫孩子长大，讲效率、抓时

间，强迫孩子按照大人的思维和普遍的

规律做事，只会适得其反。

家长们应该想想，对于完全信赖我

们的孩子，我们是否信任他们呢？是否

相信他们自己也能慢慢学会各种规则、

技能，一点点做得更好？是否相信他们

有无限的可能性，耐心等待他们成长呢？

有句老话叫做“树大自然直”。孩子

自身蕴含着无限向上的能量，具备挺拔

昂扬的潜力，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

自然长、自然直的环境，需要的是父母的

陪伴和守护，而不是监督。

年纪越小的孩子越需要这样的信赖

和爱。我的小侄女前阵子刚过两岁生

日。生日当天，她的干爹送了她一套小

厨师的仿真玩具。小姑娘兴奋得不得

了，一会儿拿着“刀”切“黄瓜”，一

会儿转着“水龙头”洗“碗盘”，一会

儿又把“烧水壶”放到“灶台”上烧

水，然后一手拿“水壶”，一手拿“水

杯”，倒上一杯“水”递给我。我刚要

喝，她不让，本以为是我喝水的样子装

得不像，结果却看见小姑娘又拿了一个

“水杯”，再做倒水状，然后拿着她的

“水杯”过来跟我碰杯。整个烧水、倒

水、碰杯、喝水的过程居然做得十分合

理、十分流畅。这就是一个两岁的小姑

娘的能力。我跟她说：“我正好想吃烤

鱼！”她就能把“鱼”放到“炭火”上

翻个不停。看到她哥哥拿着“调料筒”

往“烤鱼”上撒“调料”，她也马上抢

过来自己做。

这期间，站在一旁看她玩的妈妈几

次想打断她，被我阻止了。妈妈想教她

什么呢？“盘子要端平了。”“黄瓜不能整

根煮，要先切一切。”……无非是这样一

些在我们成人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可

是，着什么急呢？不久之后，喜欢观察、

喜欢模仿的孩子自然会知道的。孩子的

肢体协调能力也自然会成长到那个平衡

阶段，只要我们时刻记得，每个孩子都是

超级模仿师，在孩子面前做好自己，遇到

问题乐观对待，给予他们一个温暖的环

境，好好守护他们，孩子一定会健康成长

的。孩子现阶段的这些奇思异想、充满

童趣的做法，既能给他自己带来快乐和

自信，或许也能给我们枯燥的生活带来

一些新的启发和乐趣，不是吗？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对一

个家庭来说，父母是根，孩子是花朵。

父母常‘看到’孩子的问题，却不知这

其实是自己的问题在孩子的身上‘开

花’。”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言行举

止，正是影响孩子心理弹性发展的关

键。

从家庭教育上找原因，阻碍孩子

心理弹性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一

多六少”。

满足多。家庭教育中很容易出现

“三个过度”问题。一是过度以孩子为

中心，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二是过度

保护孩子，家长总是积极主动地代孩

子解决问题，不给孩子思考的机会；三

是过度重视孩子的学科学习，只要孩

子学习成绩好，就会马上得到物质奖

励。

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不问原因，

马上打开短视频给孩子看。殊不知，

这种在短视频中得到的“3 秒即刻满

足”，在现实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让孩

子产生“满足”落差，一旦没有得到满

足，情绪就容易爆发。

运动少。“心理按摩”的主阵地在

运动场上。然而，一些家长过度重视

孩子的学科学习，认为只要孩子有一

个好成绩，未来便无忧，于是把所有精

力和金钱全部花在了孩子的学习上。

一个小学二年级的男生，因为个

别学科暂时跟不上，父母便剥夺了他

周末踢球的权利，把全部时间用来补

课。家长让孩子好好学习的想法没有

错，但却用力过猛。生命在于运动，运

动改造大脑。正如我们常说的，如果

遇到想不通的事情，就去跑一圈，还想

不通，再跑一圈，也许一切就豁然开朗

了。

劳动少。现在的孩子普遍缺乏劳

动，不会劳动，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弘扬

“五种精神”，第一种精神就是劳动精

神。劳动，能让人在出汗中合理宣泄，

在合作中提高情商，很多事情在劳动

中也能想通想透。

吃得少。民以食为天，食与心相

连，心与健康为伴。挑食、偏食是现在

的孩子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之一些家

长忙于工作，经常给孩子吃外卖、快餐

等速食，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孩子的营

养摄入。健康的大脑是心理健康的基

础，而物质营养是合理充分的大脑“营

养素”供给，吃得少、吃不好，会影响大

脑发育，何谈健康？

睡得少。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

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充足的睡

眠是人体重要的生理需求。新闻上

说：“高质量的睡眠相当于儿童青少

年向自我身心健康‘存钱’的过程，

规律的睡眠习惯、充足的睡眠时间

意味着‘存钱’越多，才能有足够

的精力应对繁重的学习任务、压力及

生活问题等。”若睡眠“长期欠债”，

则相当于将自我身心健康“透支”，

长此以往，将难以应对各种压力。简

单来说，睡得少、睡不好，上学便没

有精神，就会吃不下、不想动，形成

恶性循环。

倾听少。一位家长曾给学校官微

投稿，题目是《让孩子成为自己》。她

说，直到自己成为母亲后才明白，是她

从小接受的教养方式，不允许她成为

自己。大部分家长的养育观，是把孩

子培养成一个懂事、有出息的人，而不

是让孩子做自己。为此，父母拼尽全

力。只要孩子表现不好，就会拿孩子

和身边的同龄人做比较，一言不合便

吵架，甚至动手成为常态。在与孩子

相处时，在责骂、打击孩子时，家长们

有没有关心过孩子的感受：他们累

吗？每天在学校发生了哪些事？有没

有不开心？家长应该放下手机，多听

听孩子的心里话。

惩戒少。一个自律的孩子才能更

好地成长。家长树立权威，也是给孩

子树立优秀的人生榜样。而树立权威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教，家长要“言出

必行”，只有这样，“言才能有力量”。

严爱结合最能树立威信。平时，孩子

犯了错，家长要及时教育批评，批评之

后要安抚、开导孩子，使孩子感受到父

母是爱他的，这样才不会使孩子产生

畏惧及抵抗的心理。

相信孩子
潜力无限

■ 郑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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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一些儿童青少年面对挫折时所表现出的消极、
厌学、自伤、抑郁甚至极端的处理方式，引发了我们的思
考：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视野越来越广，为什么孩子
的心理却这么脆弱？结合多年的从教经验，我们总结出：
孩子缺乏心理弹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心理弹性的概念，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的
理解是：当遇到外界压力、困难、逆境等不良事件所表现
出的“抗压能力和复原力”。研究表明，儿童心理弹性与心
理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弹性能让人有效和快速地
恢复到良好的情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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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六少”因素影响孩子心理弹

性发展，而构建孩子强大的内心，家长

的做法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走向。

因此，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提

出了致力于让学生“身体好、情商高、

学习能力强”的金字塔状培养模型体

系。其中，“健康第一、善良和谐、热爱

学习”的家长成长“金字塔”，是学生塔

状培养模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家长成

长板块。

健康第一。健康是成长的基石，

保持平和心态、保证充足睡眠、坚持适

当运动、注重均衡膳食是获得健康的

四大基本路径。家长应树立健康第一

的核心理念，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

惯，如饮食习惯（常喝温开水、远离含

糖饮料、吃好早餐、不挑食等)、运动习

惯(每天锻炼两小时以上)、睡眠习惯

（晚上9点左右入睡)、用眼习惯（读写

姿势“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

桌面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远；科学用

眼“三个 20”：看书学习用眼 20 分钟

时，远眺窗外至少 20 英尺，至少保持

20 秒）等。身体好，未来才会更加美

好。

善良和谐。善良和谐的家庭可以

给孩子创造一个有柔度的成长环境。

亲子间要彼此尊重、体现温暖，遇事家

长要多与孩子商量。如何理解有柔

度？举个简单的例子：父母出门，孩子

非要跟着，该怎么办？不少家长都有

过偷偷离开的行为。这就是一种不温

柔的行为，它会让孩子觉得父母不值

得信任。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

跟孩子讲清楚为什么他不能跟着去，

一定要说服孩子以后再离开。家长既

不能无条件地满足孩子，又要跟孩子

解释清楚，让他从心里接受。

热爱学习。学习能力是衡量一个

人发展高度的标志。人与人之间的差

距根源在于学习，家庭教育亦是如

此。只有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

天向上。

学习不只是看书，家长更要学习

如何与孩子交流，共同成长。比如，学

会好好说话，控制好情绪，慎用“贬低”

“对比”教育法。一个孩子学习很努

力，但成绩总是不能得到妈妈的认可，

“你真没用”“笨蛋”“看人家 xx 多优

秀”……诸如此类的言语正在压垮孩

子的心理，让孩子觉得自己很差劲，久

而久之，孩子的自我认知就会产生偏

差，做任何事都会觉得“我不行”，从而

导致持续性的消极，甚至抑郁。培养

孩子的自信心，让他们坚信“天生我材

必有用”，家长的沟通方式很重要。

一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网友分

享过她妈妈的教育方式：她小学的时

候，学什么都慢，考试也不行。于是，

她很难过地问妈妈，自己是不是真的

很笨。妈妈说：“你知道吗？锅越大，

水开得就越慢。他们的锅小，所以很

快就开了，你的锅大，得慢慢开。你现

在可能不如别人，但你以后会比别人

做得更好！”让孩子以更积极的态度去

面对失败，哪怕失败，也要自信地失

败，路就会越走越宽。在孩子心里种

下一颗自信的种子，相信自己是有价

值的，那么，孩子未来一定是有所作为

的。

父母今天的样子，藏着孩子未来

的模样。以“健康第一、善良和谐、热

爱学习”的家长成长“金字塔”，助力孩

子培养良好心态，建构强大内心，孩子

的心理才会更加有弹性，未来也能更

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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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一多六少”，增强孩子心理弹性

家长成长“金字塔”，助力孩子建构强大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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