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热线: 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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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接儿子放学，一见到我，

儿子便试探着问我，可不可以给

他买个“七彩泡泡棒”。我有些好

奇，儿子怎么突然想到要买这东

西？儿子告诉我说，因为今天的

家庭作业要写一篇关于泡泡的作

文，他便想着买个泡泡棒，吹着

感受一下，这样写出来的作文才

真实。

我一听，觉得这话说得在理，

虽说以前儿子玩过泡泡棒，但那毕

竟是好久之前的事了，此一时，彼

一时，这感受早已不尽相同，因为

写作文需要，他想再吹吹泡泡找找

感觉，我认为无可厚非。于是，我

一口答应儿子，更特意拐到玩具店

里去给他买来。趁着天色尚早，我

俩找了一片空地，就这样由着他吹

着泡泡在空地上奔跑，像极了一匹

脱了缰的小野马。

玩罢回家，虽然早已跟婆婆说

了晚回的原因，但婆婆依然等得急

了。见我们进门，婆婆迎上来，一

边抱怨，一边逗着孩子：“你妈可真

宠你，你要什么，她就买什么，要写

关于泡泡的作文，就买泡泡棒，这

幸好不是要写关于飞机的作文，要

不然，还让你妈给你买飞机不成？

我就不信，今天不买这泡泡棒，你

就写不出作文，我看你就是找个正

当理由去玩吧。”

婆婆的话让我哑然失笑，作

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孩子所谓的

那点“小心思”我岂能不懂，但

有 些 时 候 ， 我 还 是 想 “ 纵 容 ”

他。就像今天，我大可不同意他

买泡泡棒的请求，我也相信，即

便不买泡泡棒，他也可以写出一

篇关于泡泡的作文，甚至买了泡

泡棒，他写出的作文也不一定会

更好，但我只要回想起刚才儿子

在空地上吹着泡泡追逐欢笑的样

子，我还是认为我的决定是对

的。我甚至想，即使儿子没有用

“要写作文”这个理由要求我给他

买泡泡棒，我应该也会答应他。

他还是个孩子，这又不是什么过

分的要求，何必强制不准？

我 不 会 做 “ 这 不 准 、 那 不

准”妈妈。比如，很多时候，孩

子做好作业、背好每天要背的内

容，如果离睡觉时间还早，他会

跟我请求看一会儿电视，我基本

会同意。上个星期，孩子说有几

个同学想来我家玩，我也选择同

意。虽然我喜欢安静，喜欢家里

保持干净整洁，但我更愿意去聆

听孩子的内心，孩子跟我提出这

个想法，他心里肯定也是希望我

同意的，那为什么不呢？能和同

学建立良好的关系，只要不耽误

学习，我大可去满足他。

婆婆总说我太宠孩子，我却觉

得这是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意义

所在。很多时候，我们无需用大人

的思维去考量孩子，我们在规范孩

子言行举止的同时，更需要做的是

去聆听孩子、读懂孩子的内心。孩

子不是大人的附属品，他们应该有

自己的思维和主见，作为家长，我

们可以去引导他，而不是束缚他。

抛开“这不准、那不准”，让孩子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从而自信、坦诚、

有主见，相信这才是所有家长喜闻

乐见的。

吃罢晚饭，我正欲下楼去打麻将，忽

然看到住在我家的9岁侄子锋锋趴在沙

发上捧着手机看得正入迷。我走过去，

大声说：“玩什么手机？赶紧去写作业！”

锋锋抬起头，看看我说：“老师今天布置

的家庭作业我早写完了。”“写完了也要

翻翻书，复习一下以前学过的内容。小

小年纪怎么就不知道抓紧时间学习呢？”

锋锋睨了我一眼，说：“只知道批评我，你

下班后看书了吗？一有空闲就去打麻

将！”

“我——”孩子的一番话让我愣在当

地，我怔怔地看着锋锋，一时不知如何作

答。

看来今晚的麻将是玩不成了，那就

看看书吧。我回到书房，找出上个月网

购的那本《汪曾祺散文选》，翻读起来。

不一会儿，妻子收拾好厨房后走进书房，

从书架上拿起一本《智慧型家长成长手

册》，有滋有味地读起来。锋锋瞄见我和

妻子都捧起了书本，也悄然放下手机，回

到自己的卧室学习起来。

妻子见锋锋捧起了书本，冲我一笑：

“看到了吧，只要大人做出样子，孩子自

然会跟着学。这叫‘无声教育法’！”

看看手里的书，想想自己刚才与锋

锋的一番对话，我心里浮动如海。是啊，

现在的父母动辄批评孩子这不对那不

对，完全忘记了自己这个“教学标本”。

其实，当父母抱怨、批评孩子时，父母应

该先反问自己：“孩子不爱学习、虚度时

光，我争分夺秒学习了吗？孩子没有刻

苦用功，我平时刻苦用功了吗？……”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自己都没

做到的事，怎么去要求孩子做到呢？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家庭中的“榜

样”，父母在孩子面前的一举一动，无不

深深地影响着孩子。换言之，父母在家

庭中的任何表现，都是对孩子无声的“现

场教育”，这种教育，虽说没有正式的课

堂，但却起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

这时，妻子凑到我身边，小声地说：

“不要忘记，父母是孩子的老师，言传身

教是最好的教育。在很多情况下，有什

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父母

爱学习，孩子就爱学习；父母爱劳动，孩

子就爱劳动；父母乐于助人，孩子就乐于

助人；父母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孩子就能

干出一番事业。这样的说法虽说有点太

绝对了，但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父母

的榜样作用。”

妻子说得没错，这一点我以前确实

没有认识到，总是把大人的作用定位在

“管孩子”上。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

父母和孩子接触最早、最多、时间最

长，是孩子学习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榜

样。父母的言行，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

教科书，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在孩子面前，父母从思想品德

到生活小节，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

不是小事。

“咱们做父母的该如何以身作则

呢？”我望向妻子。她摊开手中的那本

《智慧型家长成长手册》，一边翻，一边耐

心地给我讲解起来。

首先，父母要率先垂范。父母作为具

体的家庭榜样形象，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感

染力量。父母不仅是一种权威，而且是孩

子言行举止标准的提供者。父母的表现

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孩子的参照，所以，

身为父母者要使孩子的言行有所遵循，切

不可言行不一。言行相悖比对孩子放任

自流造成的后果更坏，要求孩子养成良好

的品质和习惯，父母都应先具备。

其次，父母要以身示教。在家庭教

育中，父母经常通过对孩子说“应该这样

做，不应该那样做”，来规范孩子的言

行。其实，这种空洞的说教所起的作用

往往微乎其微。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

谨言慎行，以身示教，凡是要求孩子做到

的，自己必须先做到。

再次，父母要说话算数。父母答应

了孩子的事一定要兑现，难以兑现的事

不要轻易许诺。如果父母经常说话不算

话，就会降低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可信

度；孩子对父母的敬仰与爱戴，就会由于

失信次数的增加而递减。此外，孩子也

会下意识地效仿父母的行为，对自己说

出的话不负责任，长此以往，便容易养成

一种不良习惯。

这个晚上，我和妻子边看书，边探

讨，收获很大。锋锋的一番表现，给我和

妻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家教课，课程的内

容是：“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

自我教育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效的方

法。”

老刘是我的同事，也是好邻

居，他女儿就在我的班里就读。一

个星期天，我和妻子逛商场时遇见

了老刘的妻子，寒暄几句后聊起了

家常。她感叹道：“小学时乖巧听

话的女儿，不知为何，上了初中完

全变了样。有一次，竟然跟她爸爸

犟嘴‘就不把你教的学科学好，你

能怎么着’，气得她爸直摇头。”

看着老刘妻子那焦虑又带着

期待的目光，我不由得追问了一

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 来 ， 老 刘 的 女 儿 月 考 失

利，老刘很生气地对女儿说：“你

爸爸就是老师，你怎么这么不争

气！”一句话让父女俩的关系陷入

了僵局。

晚上，我在操场散步，恰好又

遇到了老刘夫妻俩。当我挑起话

题，与他们聊起那天发生的事，老

刘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我瞅了老

刘一眼，说：“孩子没考好，心里本

来就焦虑不安，没得到爸爸妈妈的

安慰，反而遭到指责，说她丢了她

爸的面子，孩子难免会有这样的想

法：‘难道我就是为了爸爸的面子

而读书的吗？’这只会让孩子对学

习产生抵触情绪，也会让你们的亲

子关系陷入僵局。”

孩子逐渐长大，开始有更多的

自我意识，他们会变得有些叛逆，

偶尔耍耍脾气，这是正常的。此

时，家长要冷静，理解、尊重和包容

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

持，为孩子提供安全和稳定的成长

环境，有助于孩子更好地发展自己

的潜力。

老刘如梦初醒：“好的，我回去

试一试。”那天以后，接女儿放学回

家后，老刘没有像以前那样唠叨，也

没有坐在女儿旁边盯着她做作业，

偶尔发现女儿开小差，他也尝试压

下火气，温和地提醒女儿。女儿也

很快调整了坐姿，认真做起了作

业。有时候，趁女儿完成作业后，老

刘会以试探的口吻，和女儿聊一些

她感兴趣的话题，用和善的语气，营

造出温馨的氛围。聊天的过程中，

老刘是配角，女儿是主角，他沉下心

来耐心倾听，投入到孩子分享的故

事中，女儿心里也乐开了花。

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刘见到

我，感叹道：“毕业20多年了，过

去所学的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

都淡忘了，要不是你开导我，我

还真不知如何收拾残局。”“干了

30 年班主任工作，我多少有点经

验。业余时间，你不妨和我一起

去参加家长学校、地方妇联等组

织的育儿专题讲座，获取更多的

家庭教育知识。还可以尝试性地

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进行对

比实验，多维度、多角度地了解

孩子的想法，走进孩子的内心，

破解孩子的心灵密码。”我邀请他

加入学习的队伍，一起朝“成为

更好的家长”的目标努力。

现在，老刘父女的关系亲密了

不少，沟通也比以前顺畅了许多，

孩子的成绩很快回升，一家三口其

乐融融。

事实证明，好的关系是良好教

育的基础。家长如何与孩子建立

亲密、信任和尊重的关系，是对我

们每位家长教育智慧的考验。

俯下身来与孩子交俯下身来与孩子交
朋友朋友

家庭是孩子心灵的港湾，父

母应该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和

谐温馨的家庭环境。生活中，家

长如果单纯依靠强制力量建立权

威，往往只能取得孩子暂时的、

表面的顺从，久而久之，他们反

而会因失去信心和自尊而与家长

站在对立面，甚至可能引发一些

极端行为。

加拿大教育学教授马克斯·范

梅南曾说，只有当权威不是以武力

而是以爱护、情感和孩子内在的接

受为基础时，成人才能对孩子或年

轻人实施教育的影响。在家庭教

育中，家长应像《我的老师》中写到

的蔡芸芝那样，与孩子做朋友，和

他们平等相处，做孩子的良师益

友。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和他

们心平气和地相处。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难免会

犯错。当孩子犯错时，家长不要总

是居高临下地对孩子大加训斥，甚

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让

他们服从，而应俯下身来和孩子平

等交流，帮助孩子及时认识到自己

的不足并自愿改正，避免孩子产生

抵触和敌对情绪。

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不要

总是高高在上，在孩子面前指手画

脚，而应该静下心来帮助孩子分析

问题和困难，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

的方法，帮助孩子在战胜困难的过

程中收获成长。

学会倾听，才能走进孩子的内

心，成为孩子的朋友。家长要多抽

时间陪伴孩子，多俯下身来与孩子

平等交流，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

及时发现孩子的特长和爱好，通过

信任和鼓励架起平等的亲子沟通

桥梁。这样，亲子之间的心灵距离

拉近了，亲子关系才会更和谐，孩

子才能自觉听取家长的教诲。

拒绝拒绝““一言堂一言堂”，”，少少
用用““不不””字禁令字禁令

一些家长在孩子面前，习惯

以“不”字开头发号施令，这样

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离父

母越来越远。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家长既要推行民主管理，

和孩子平等相处，又要妥善处理

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切实把握

好自己在平等亲子关系中的“首

席”位置。

孩子年龄尚小，阅历还不够丰

富，缺乏必要的认知力、辨别力和

自制力，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不太

合理的要求。生活阅历和经验丰

富的家长，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不能一味地满足孩子。当孩子提

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时，家长要适当

地拒绝并耐心给予解释。对待孩

子，家长既不能一味牵手，大包大

揽，也不能完全放手，听之任之，更

不能搞“一言堂”，武断专横。

当然，在适当拒绝孩子不合理

的要求和面对孩子的错误时，家长

也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指责和

训斥孩子，切忌简单采用“不准”

“不许”“不能”等“不”字禁令，而应

俯下身来与孩子讲道理，善于运用

“我们应该这样”“或许我们可以这

样”等语气和语句，让孩子知道自

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应该怎样改

进和修正，帮助孩子学会为人处事

的方法。

还处于懵懂无知、不谙世事阶

段的孩子，他们有时天真可爱，有

时顽皮任性，作为家长，如果我们

过分苛刻、严厉地管束孩子，可能

会阻碍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如笼

中的小鸟一样失去自由，无法展翅

飞翔。如果我们完全放任自流，孩

子又会像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

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度”，助力孩子

健康成长？做好家校共育，积极主

动与老师密切配合；与孩子平等相

处，真诚对话，学会包容，学会倾

听；同时，学会拒绝，避免盲从，建

立威信而不是威严，或许是有效的

方法。

父母是本
无字教科书

■ 钱国宏

不做“这不准那不准”妈妈
■ 管洪芬

现实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既听话又懂事，对父母的话言听计从，但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开始变得不太听话，甚至经常跟父母“唱反调”。从某种角度说，这是

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普遍现象。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变得有主见，想挣脱家长的束缚，但他们

往往缺乏自制力和辨别力，常因此与家长发生矛盾，导致亲子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和谐。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家长束手无策，一味地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有的家长则依靠强制力量

建立起绝对的权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让孩子因害怕而服从。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是片面的，

一味地听之任之最终会管不住孩子，以家长权威来压制孩子将束缚孩子的个性发展，很难发挥

家庭教育的积极作用。

《后现代课程观》作者小威廉姆·E·多尔曾提出一个理念：“First among equals”，即“平等者

中的首席”，强调师生之间的教育过程应该是在平等的对话中进行,而教师就是这个平等对话关

系中最好的组织者和促进者。这个理念也适用于家庭教育。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是有效实

施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础，父母要学会做平等亲子关系中的“首席”，在爱孩子的同时，尊重他们

的个性和人格。

好的关系好的关系，，才有好的教育才有好的教育
■ 孙功道

平衡爱与平衡爱与权威权威
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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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乐江

■ 钱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