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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上初中了，进入青春期以后，

萌生了逆反心理，对父母的说教开始

不以为然，特别是对其母亲所谓的“唠

叨”更是不耐其烦。我开始意识到，过

往那种命令式的教育方式必须要改变

了，孩子长大了，她开始有了自己的判

断，不再是“唯令是从”的孩童了。

比如，现在因营养过剩而肥胖的

孩子不少，体育达标成为一个令人头

疼的难题，我女儿便是这“困难户”之

一。每次体育测试成绩出来，妻子就

责备她：“你看看这成绩，跑个步有这

么难吗？”面对妻子的训斥，女儿有些

不耐烦：“你们就知道教训我，我还没

到发力的时候，到时候会给你们惊喜

的。”可是，女儿的话并没有兑现，她的

体育成绩还是一如既往的差，眼看中

考体育测试仅剩下不到一年时间了，

我们都有些着急。

经过沟通和观察，我发现女儿的

想法很简单，她甚至认为现在还为时

尚早，到时候只要咬咬牙、冲冲刺，

分数就上去了。殊不知，体能可不是

一朝一夕、临时抱佛脚就能练出来

的，哪个世界冠军的奖牌不是十几年

如一日地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这些

道理，只有她真正的悟透才能转化为

行动。

今年国庆长假，我和女儿一起回

到农村的老家。金秋十月正是果蔬收

获的季节，女儿和我帮着父亲刨地

瓜。父亲和我在前面用撅头刨，女儿

在后面跟着捡和挖。起初，她干得很

起劲，看着一块块淡红色的地瓜直呼

过瘾，但兴奋点过后就有些疲倦了，稍

显耐力不足，逐渐落在我们后面。

我也有些累，但每当我想停下来

歇息的时候，瞅瞅前面干劲十足的父

亲，只好咬牙紧跟，因为我也是个父

亲，不能让女儿看出我的软弱。

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作，地瓜全

部收仓。女儿累得喘着粗气，瘫坐在

地上。我干活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

但在洗手时发现掌心有 3 个水疱，一

搓，手疼痛不已，我知道这是多年没干

农活的结果。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对

女儿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难能可贵的生

活教育。

我把女儿叫到身边，让她看看我

掌心的水泡，她摩挲着水疱，心疼地问

我疼不疼。我趁机问她：“爷爷一直在

我们前面，你去看看爷爷的手心有没

有水疱？”她跑过去摊开爷爷的手，惊

讶地看到一双粗糙皴裂、布满老茧的

手。

女儿把我们父子的手放在一起比

较，相比之下，我手心的水疱那么不值

一提。我问女儿：“你知道爷爷的手掌

为什么没有水疱吗？”她疑惑地摇摇

头。我告诉她：“爷爷的手早已磨出了

茧子，茧是岁月的积淀、是勤劳的象

征、也是坚毅的印记，我手心的水疱仅

仅是茧的起步。”听了我的话，女儿若

有所思。

我继续说道：“体育锻炼就如同生

茧，一时兴起仅仅是个水疱，只有长此

以往，坚毅持久才能淬炼成茧。要想

获得高分，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训

练，逐渐提高技巧和实力。”回城以后，

女儿主动要求，放学后与同学一起加

练，日积月累，风雨无阻，自然跑步成

绩也稳步提升。

未承想，一趟回乡之旅，女儿细观

爷爷掌心的茧，领悟了岁月积淀之

理。或许，深切的教育寓于生活之中

更能潜移默化，直抵心灵，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阿姨，欣欣妈妈，欣欣阿姨！”星

期六的早晨，我去给女儿买包子回来，

快走到家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男孩

急切地呼唤，还有一阵急匆匆的脚步

声。

这里是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喊“阿

姨”的太多了，但我对“欣欣”这两个字

还是很敏感的，他一定是在喊我，情急

之中竟然喊我“欣欣阿姨”。

我赶紧回头，喊我的是过去我婆

婆租住的大杂院里的小邻居——聪

聪。我连忙说：“你好，聪聪，阿姨

刚刚没有听到，对不起，你吃点包子

吧。”

“我不吃了，我在前面刚刚吃过，

我准备回家，就看到了您。”聪聪是女

儿小时候的玩伴，比女儿小两岁，以前

经常来我家听我讲故事，现在刚上小

学，和女儿在同一所学校。虽然他父

母就在附近卖菜，我也经常见到这个

孩子，但匆忙中总是点头微笑，没有更

多的交流。今天，这个男孩匆忙地喊

住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微笑着问他：“聪聪，你喊阿姨

有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也没有，看到您了，就喊

您了。阿姨，我那天下课时，在操场上

看到欣欣姐姐了。欣欣姐姐是不是在

三楼？我们教室在一楼，我们老师姓

王。”这孩子说出的话没有任何明确的

主题，看来真的只是看到了我，想和我

说说话、交流交流。

我微笑着站在路口，耐心地听他

说话。他说：“阿姨，您看树上的树叶

都要落了，风一吹哗啦啦的。我们学

校也有很多落叶，天天做值日都得扫

干净。”

“哦，是吗？要不，你到我家去玩

一会儿吧。”既然男孩找我谈话，那我

也得像和大人谈话一样对待他。

“我不去了，阿姨，我认识你们

楼上的嘟嘟，她家在三楼，我上次去

她家看动画片《葫芦娃》了。我妈妈

一会儿就回去了，她不让我乱跑。”

和聪聪的谈话，流水账一样的内容，

但我一直耐心地听着。我看着男孩的

眼睛，不时地用“是吗？”“阿姨也看

过呢！”“真好！”等来回应他，这样

我们看起来更平等，也更像谈话的样

子。

站在路口，男孩兴奋地说着，我微

笑地听着，似乎在说一件十分有趣的

事情，其实那只不过是想到哪儿说到

哪儿的流水账。邻居路过时，奇怪地

看我一眼，肯定以为这个男孩和我的

话题很精彩。说得差不多了，聪聪开

始迈步往后走，后面的路口就是他的

家。我忍不住笑着逗他：“聪聪，你去

过我们楼上的嘟嘟家，那你认识王欣

吗？”

他往前走了一步，又站住，笑着对

我说：“认识呀，王欣不就是您的孩子

吗？”男孩笑着跑开了，就像鸟儿唱完

了歌，无忧无虑、欢快地飞走了，我也

笑着回到家。

这让我想起我的欣欣。她和我一

起走在路上时，也总是有那么多的奇

思妙想。如果那天阳光灿烂，她会说：

“妈妈，您看天空笑得多好看。”要是阴

天，她会说：“妈妈，您看天空没有化好

妆。”这几天，秋风扫落叶，望着落下的

黄叶，女儿高兴地说：“妈妈，这真像一

千只蝴蝶在飞呢，我知道为什么有一

种蝴蝶叫枯叶蝶了。”每当这个时候，

我总会耐心地听她说话，并且尽可能

跟上她的思路和她交流，即使十分匆

忙地赶着上班，也至少微笑着回应她：

“就是。”

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

压力和无奈，孩子那个童真的世界，我

们已经没法涉足了，但孩子天使一样

的小手总会在不经意间指引着我们蒙

尘的视线，让我们偶尔也看到童年天

空上纯粹的蔚蓝。那么，请让我们暂

时忘掉压力和烦恼，在一片纯净的天

空下呼吸吧。不要自以为是地对孩子

的指引不屑一顾，更不要因为我们自

己看不到或感受不到，就对孩子大声

呵斥。

让我们在无微不至照顾孩子身体

的同时，也照顾好孩子的心。也许很

多时候，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多么昂贵

的玩具，多么漂亮的衣服，他们需要的

只是大人能够抽空，平等地和他们说

说话，耐心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看到的

世界。

做孩子心灵的朋友 ■ 黄杰

读懂掌心茧读懂掌心茧
■ 刘云利

“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它。”北
京汇文中学教科研室主任、心理教师，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学校心理卫生委员
会常委胡迟说。

身心尚未发育成熟的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加容易陷入心理困境之中，家
长该如何与孩子一起直面问题、调整状态？在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新华
文轩家长学校举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教育大家谈”环节，胡迟与四川省乐
至中学副校长蔡宗欣，乐至中学优秀班主任、语文教师吴智琴，乐至中学心理
教师贺念共同探讨应对方法，从多个角度提出建议。

家校同心，化危为机——

助孩子走出阴霾助孩子走出阴霾，，向阳生长向阳生长

“如果我们的心理健康有颜色，

很少有人能够一直保持白色，完全

的心理健康；也不会有人突然变成

黑色，陷入心理疾病的绝对状态，更

多的人都处在心理健康的灰色区

域。”乐至中学心理教师贺念表示，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心

理困扰，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时

候，家长没必要惊慌失措，此时应给

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和爱，帮助孩子

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成

长。”

对此，吴智琴表示认同，她建议

家长在日常相处中对孩子保持关

注，正确认识孩子情绪状态的起

伏。“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

很在乎自己的成绩，有进取心是好

事，但不论成绩好坏，孩子总是不满

意。渐渐地，焦虑情绪笼罩了他，他

开始经常出现发试卷就哭，或揉搓

撕扯试卷的情况。”为了帮助这个孩

子，吴智琴找到了他的家长。在沟

通中，她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家长对

待孩子的态度。家长总把“孩子学

习不努力、欠收拾”挂在嘴边，奚落

的话语伴随负面情绪的输出，使老

师都很难有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

更别提孩子在家是多么压抑了。

“家长看不到孩子的努力，否定

孩子的付出，孩子每一次努力得到

的成绩却只能换来家长的批评‘怎

么这么简单的题也会错？’‘为什么

不能再考高一点？’‘你真的在用心

学习吗？’……说教和责备击溃了孩

子的自信，后来，孩子在办公室大哭

了一场，将内心的想法告诉了我

们。他觉得自己很累，什么事都做

不好，不能让爸爸妈妈满意。”吴智

琴一边开导孩子，一边开展了细致

的家访，与家长深入沟通。

“这个家庭，上有年老的爷爷奶

奶需要照顾，下有一个年幼的妹妹，

父母的压力大，对孩子期望很高，忽

略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吴智琴表

示，在明白自己对孩子施加的压力、

造成的影响后，家长马上做出了改

变，他们不再过度责备孩子，还鼓励

他多参与家庭事务，认可他的付出

与进步。孩子慢慢积累起成就感，

找回了自信，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

多。

聆听心声，换位思考给出回应

积极疏导，寻找原因对症下药

资
料
图
片

“有家长曾问我，怎样找

到孩子的心理是哪里出现了

问题？在我看来，人通过行

为、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就像

冰山浮出海面的一角，表象的

东西容易被看到，但海面下的

部分才更庞大、更接近本质。”

胡迟以此为例谈道，“每个人

都成长在系统中，从最开始的

一个小黑点，发展到最后不可

收拾的一盘棋，一定是‘成长

系统’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回

过头看孩子是在一个怎样的

系统中成长起来的。”

家庭和学校是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场所，家

长与老师需要共同为孩子的

健康成长提供支持。“用系统

的视角来看青少年的发展，要

求我们关注孩子所处的年龄

阶段，理解和支持孩子的成

长。”胡迟指出，“家长与老师

增强交流、相互协助，才能更

好地了解孩子当下的心理状

态、情感、态度和想法。采取

积极的教育方式，鼓励孩子合

理表达，用尊重与包容为他预

留成长的空间。”

青春期的孩子正经历着

身心的剧烈变化，他们会因为

人际交往经验不足而跟同学

发生矛盾；也会因为青春期的

萌动和没有正确认知，而产生

惭愧心理或早恋行为；或者会

因为成绩的下滑感到挫败、压

抑，甚至厌学；还会因为太过

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而烦躁或自卑……蔡宗欣就

自己多年来对学生的观察指

出：“这样的孩子通常在学校

里表现得内向、胆怯，但也有

个别孩子习惯将情绪藏起来，

他们在与同学、老师交流时表

现得开朗活泼，独处时才愿意

释放情绪或者用文字、图画表

达自己的心声。这就需要老

师和家长细心观察，才能发现

孩子的问题。”

学会“求助”是蔡宗欣对

家长们提出的要求，他表示：

“遮遮掩掩只会让事情变得更

糟，对于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或

心理疾病的孩子，家长一定不

要有‘病耻感’。出现问题重

要的是想办法解决，在冷静下

来，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后，

家长需要主动请专业的心理

老师或者专业机构来帮助孩

子，要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

孩子会越来越好。”

“鉴于对孩子心理问题的

关注，学校配备了心理咨询

室，也会有专业的心理老师进

行指导，定期为孩子进行心理

测评。”吴智琴补充道，“班主

任也会教孩子们疏导情绪的

方法，如果学生感到烦躁、压

抑或难过，可以多跟朋友吐

槽，也可以跟班主任倾诉，或

者去心理咨询室，与心理老师

聊聊天。较为严重的情况下，

家长与老师一定要及时交流，

互通孩子的情况，分析孩子的

问题，双管齐下地找方法、做

改进。”

对于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

孩子，则需要及时寻求专业人

士的帮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

个孩子，他在校时，长期情绪低

落，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哭泣，学

习时也很难专注，成绩下滑很

厉害。而在家中，家长也发现

他畏光、寡言，做作业时常走

神，时而情绪崩溃。学校心理

老师对孩子进行了评估，建议

家长带孩子就医。”贺念分享

道，“好在家长足够重视，孩子

在经过3个多月的系统治疗后，

有了明显好转。回校后，家长

也继续与老师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了解孩子的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疏导。就这样，孩子终

于解决了心理问题，变得开朗

起来。”

系统思维，家校联手助力成长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孩子的脸，六月的天。”刚刚还

听见他爽朗的笑声，一转头却看见一

张愁云密布的小脸，问他怎么了，却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此时，部分家长

便失了耐心，批评孩子“莫名其妙”，

扫了大家的兴致。事实上，情绪波动

大是青春期孩子正常的心理现象，此

时，他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和右脑半

球尚未完全发育，故而会影响积极情

绪的生成和理智调节。

“青少年渴望长大又缺乏经验，

情绪和自控能力比较差，很容易在

学习、家庭中受到刺激，或在与同

学的交往中产生矛盾，随之而来的

挫败感会让他们情绪低落。”乐至中

学优秀班主任、语文教师吴智琴告

诫家长，“当发现孩子陷入不良情绪

时，家长应做到不忽视、不苛责，

克制‘唠叨’的习惯，先接受孩子

当下的情绪。交流中，不中途打断

孩子的话或一味否定他的想法，当

孩子冷静下来后，再站在他的角度

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在她看来，

即使有的家长不善言辞，给予孩子

有效陪伴也是让孩子敞开心扉的有

用举措。

北京汇文中学教科研室主任、心

理教师，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学校心理

卫生委员会常委胡迟则分享了一个

自己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故

事。在英语课堂上，老师发现有个学

生企图从身后悄悄爬出教室，如此哗

众取宠、无视课堂纪律，下课后老师

将他带到了办公室，没想到教育无

果，只好请来了家长。胡迟正是这个

学生的妈妈，她很疑惑孩子为什么想

要爬出教室，于是在批评孩子之前，

胡迟先询问了孩子原因。令老师没

有想到的是，孩子只是想上厕所，但

又不想在课上影响其他人，认为自己

偷偷爬出去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而

令胡迟没想到的是，事件发生后，老

师、同学们都认为是孩子调皮捣蛋，

没有一个人去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在

课堂上爬出教室。

由此可见，成人有时候并不能

准确理解孩子的想法，在了解清楚

情况之前着急下判断，不仅会让孩

子心生委屈、不甘，还会伤害双方

的信任关系，让彼此间的距离越拉

越远。“家长、老师要能听到、听懂

孩子的心声，回应孩子之前，一定

要先做足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

观察孩子的状态、弄清孩子的需

求，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和看

待问题，给予他心理上的安全感。”

乐至中学副校长蔡宗欣说。

嘉宾们分享心理危机的应对方法。（马晓冰 摄）

22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聆听心声，换位思考给出回应

■ 刘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