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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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长得可真小！这么小

只，也太可爱了吧！”11岁的女儿笑盈

盈地看着我，边摇头边说。她的眼

神，分明有惊讶、有爱怜、有不可思

议，反正不像在看自己妈妈，倒像是

在看一个同龄人，或者小人国的来

客。

也难怪，11岁的女儿身高已经超

过我了，且还在猛长个儿。她从小时

候喜欢穿浅粉色的公主风连衣裙，变

成现在喜欢穿酷酷的深色宽松运动

服。她现在穿衣服的尺码，比我还大

一号，鞋子比我的大两号。还是儿童

的她，已经可以平视我了，她当然有

充足的底气说我长得小。

女儿说我长得小，我一点也不介

意，因为我的确是个身材娇小的妈

妈，衣服、鞋子都穿最小码。虽然青

春期时，我也曾为自己的身高自卑

过，不过早就与自己和解了。再说个

子小也并非全无好处，至少不那么显

岁数，有亲和力，还省布料呢。

女儿又笑着说：“我敢肯定，我

班里有一半的同学都比你高。”女儿

读小学五年级。我笑着说：“这个我

信。妈妈刚毕业时，当过初一年级

的语文老师。班里那些孩子，也就

十二三岁吧，下课了都喜欢和我比

身高，他们也和你现在的表情差不

多，说‘老师，你看我比你还高

呢！’我总是笑呵呵地说：‘是啊是

啊，这多好啊！你们还能长高呢，

老师可长不动啦！’”

这一代的孩子，明显比我们那一

代人高。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

富足了，饮食上也注意营养均衡了，

大多数孩子在初中阶段乃至小学高

年级，身高就会超过自己的爸爸妈

妈。上网一看，妈妈拣中学女儿小了

的衣服穿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爸爸

拣女儿衣服穿的，主打一个物尽其

用，绝不浪费。

“妈妈，原来你不是无所不能

啊！”这话女儿也说过。她上幼儿园

的时候，觉得妈妈长得好高，至少也

是个身高中等的大人；觉得妈妈的手

真巧，做饭真好吃，还会做精致的手

工，会梳各式的发型；觉得妈妈真聪

明博学，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还觉得妈妈长得真好看……那时候，

小小的她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对妈

妈的爱与崇拜。

现在，女儿虽然还觉得我手巧，

但已经看出她的妈妈个子不算高，长

得不出众，也不那么聪明博学，因为

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储备上，她已经快

要碾压我了。她说起黑洞、白洞、虫

洞、天体、宇宙文明来头头是道，读起

英语来发音比我标准，她的数学题有

些我已经不会解了。……她看我，头

顶的“光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原

原本本的我的样子，一个不那么出色

的大人，有点袖珍、有点文艺、有点迷

糊，偶尔还有点凶。

我想，孩子对爸爸妈妈的认识，

就是这样会随着成长一点一点改变

的吧，从崇拜的依赖，到客观的评价；

从片面的仰视，到全面的理解。而我

们做爸爸妈妈的，与孩子的相处模

式，也要随之一点一点地调整，少管

制、少代劳；多交流、多认可。

现在，我和女儿之间开始有了更

平等的交流，像朋友、像姐妹、像闺

蜜。我会给她适当的独立空间，会和

她进行必要的人生探讨，某些事情我

会征询她的意见，某些事情我会让她

自己做主。……

吾家有女初长成。作为妈妈，我

感到一点点酸溜溜的小失落，但更多

的是喜悦、欣慰和骄傲。

女儿抓着话筒在主持“向你

介绍我”的口语交际会。开场白

之后，她先给大家做示范：“我

叫博景，博是丰富，景是景

色，爸爸妈妈希望我在成长过

程中博采众长，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

那一瞬间，我有点感动。从

一开始，我望子成龙的心理就不

强烈。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儿

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愁瓦

屋。更主要的是自己从事教书育

人的工作，觉得只要她快乐，我就

幸福。往这个方向走，也有不如

人意的时候，所幸我在努力。

中国人有句老话：孩子自己

的好。现在的一些家长却似乎

改弦易辙：自家孩子怎么那么不

如人呢？看别人家的孩子，英语

说得流利，张口就来，你心里有

点失衡，是吗？某某家的孩子在

书法大赛中获得了全国大奖，笔

法老到，你后悔自己的孩子虚度

光阴，对吗？再看同事的孩子在

台上展现出“小演讲家”的风采，

谈志向、谈竞争，你为你“一无所

长 ”的 孩 子 感 到 脸 红 了 ，对

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喜

欢这样横着比，从别人身上寻找

快乐的参照，结果往往是越比越

灰心。

一两样技能真的比孩子的

快乐更重要吗？我不这么看。

童年的记忆，影响人的一生。我

们成人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往

往是童年自由快乐的时光。现

在，大多数孩子没有童年，照猫

画虎的技艺究竟对孩子的发展

起多大作用？拿孩子宝贵的童

年去换值得吗？当然，我并不是

说孩子只要娱乐，不要学习。关

键是学习要顺乎天性，符合孩子

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熟悉孩

子，关注教育；作为母亲，我与女

儿朝夕相处，为她的一举一动牵

肠挂肚。曾经，我觉得女儿很幸

福，有一位懂教育的母亲；现在，

我觉得自己应该感谢女儿，是她

让我更真切、更深刻地理解教

育。

一些家长将自身的焦虑、

人生期望、生存压力传递到孩

子稚嫩单薄的肩上，一切要立

竿见影，一切要跑步前进。因

为不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或

者对孩子的弱项进行“十全大

补”，揠苗助长；或者对孩子自

身萌发的愿望“乱砍滥伐”，不

再有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一

再伤害孩子的自尊，不允许孩

子出一点差错。一旦发现意

外，就急着把真相、真理一股

脑儿地倒给孩子，阻止孩子自

己去触摸世界，甚至怀疑孩子

的学习能力，早些年的“测智

商热”就是一例。于是，我们

的孩子闷声闷气、垂头丧气的

越来越多，生龙活虎、朝气蓬

勃的越来越少，三四岁时追着

父母问个不停的小嘴渐渐紧

闭，这都与父母的家庭教育方

式有关。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纵向

比，拿孩子的今天和昨天比，

让期待伴随孩子成长。在鼓励

中长大的孩子，自信、宽容、

善良；在否定中长大的孩子，

消沉、狭隘、自私。

家庭教育重在“近性”——

切合孩子性情。“近性”可以让孩

子的成才路平坦些，让父母和孩

子都轻松、快乐些。我小时候看

过《三只毛毛虫》的故事：有三只

毛毛虫，要到河那边吃花蜜。第

一只去找桥，准备从桥上爬到对

岸；第二只寻找叶子，打算当船

渡过去；第三只想，河这边凉风

习习，绿草青青，小鸟叫得那么

好听，为什么不享受一下呢？它

爬上一棵树，躺在上面，眯起眼

睛，一觉醒来，毛毛虫变成美丽

的蝴蝶了，它扇动翅膀，飞过河，

吃到了甜甜的花蜜。

家庭教育不可违背规律，顺

乎本性才能健康发展。好好享

受孩子成长的过程，孩子会给你

不断的惊喜。

低学龄段的孩子重在习惯培养：

书写习惯、阅读习惯、检查习惯、复习

习惯等。从刚开始的家长引导，到孩

子独立完成并保持，习惯的养成方法

有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也会讲到和要

求孩子做到，家长需要配合的是，耐

心引导。刚开始时身体力行地执行，

并且在孩子出现目标性行为（书写工

整、阅读、检查、复习）时，及时表扬和

鼓励，正向强化。在耐心引导的过程

中，家长要注意语言简洁，不重复唠

叨和指责式翻旧账。

以孩子的阅读习惯为例，需要日

积月累，而非家长口头指示一下就能

养成。我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培养她的阅读习惯，每天睡前躺在温

暖的被窝里，我会给她讲绘本。上小

学后，她已经认识很多字了，但大多

数时候还是喜欢和我一起看书，听我

给她读一些课外书籍，她说，觉得睡

前时光很温馨、很舒服。后来，她慢

慢开始自己阅读，书籍也越来越厚，

从全拼音到文字带插图，再到后来的

全文字。有时候，因为有事耽误了，

睡得比较晚，我担心她睡不够，减掉

了睡前阅读时间，她还不乐意。闲暇

时间，陪着孩子一起看书，孩子觉得

阅读时间温馨舒适，喜欢上这种氛

围，慢慢便会喜欢上阅读。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用心呵

护、陪伴、引导。在这个过程中，家长

也会收获成长，和孩子携手共进，奔

赴美好未来。

享受成长
■ 张悦

妈妈的“光环”消失了 ■ 易玲

一次携手共进的旅程一次携手共进的旅程
■ 何丽英

当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随之而来的幸福和责任，使家庭生活更加完
整，也更加繁琐。孩子不断长大，爸爸妈妈们也开始一次又一次新的探索。
以前曾以为理所当然的事，真正遇到时才发现并非如想象的那么容易处
理，于是开始自我怀疑、纠结、学习，在一次次实践、碰撞中，和孩子一起成
长。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爸爸妈妈没有在合适的时候掌握一些亲子教育和
陪伴的好方法，使得陪伴质量和孩子的习惯出现偏差。如何高质量地陪伴
孩子成长？作为一名小学生家长和青少年儿童心理工作者，我总结出一些
所思所想。

孩子从进入幼儿园起，便开

始了他在小社会里面的社交技

能发展。刚入学的新鲜、新朋友

之间的交往、学习的新知识，都

是孩子放学回家后，乐于和父母

沟通的。这时候，父母需要放下

手里的手机、工作、家务，认真与

孩子沟通。当然，如果有需要马

上处理的事情，家长也可以邀请

孩子一起参与，或者说明情况，

处理好当务之急后，再尽快和孩

子沟通。

在孩子讲述学校里的新鲜

事时，家长要认真倾听并鼓励孩

子继续分享。这时候，可以用到

“接下来呢”“然后呢”等语言，让

孩子觉得他的分享是被重视

的。这能为将来孩子进入青春

期，父母给予适当的引导时，亲

子之间的良好沟通打下基础。

今天你的忽视和不接纳，孩子会

在青春期以同样的方式回馈。

我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就

会在她每天放学后，听她讲学校

里的事，或者和她一起做模仿幼

儿园课堂的小游戏（各个年龄段

开展的家庭游戏不同）。直到现

在，女儿还是会把一些在学校里

发生的趣事、朋友之间的小矛

盾、孩子们聊的一些八卦和我分

享，老师的一些要求她也能准确

传达。

有好的沟通渠道，才会有高

质量的亲子陪伴。

因为职业的原因，

我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

发展。我曾经遇到一些

家长，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

“我的孩子厌学了，怎么办啊？”

“你从哪里看出他厌学了

呢？”

“他和我说觉得上学好苦

好累啊，不想去学校。”

“那他最后去学校了吗？”

“去了，但是我总觉得他心里不

想去，厌学。”

…………

不知道爸爸妈妈们有没有过在

星期天的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要去上

班就心情失落的情况呢？只是作为

成年人，我们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知道“不想”不代表“可以不做”，而孩

子还不懂这些道理，他只是说出了自

己的真实想法。学习本来就是一件

需要付出努力、需要坚持的事，那些

真心觉得学习有趣、充满吸引力的孩

子是存在的，但比例不大。当孩子说

出他的真实想法时，大人的回馈是如

临大敌，或者批评呵斥，那么孩子以

后可能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

想法，自主意识的发展受阻，在觉得

有可能和身边人看法、做法不一样

时，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而这种情绪

对孩子的自信心培养也是不利的。

我女儿也曾在周日的晚上说：

“妈妈，我还没玩够呢，明天就要上学

了，一点都不开心，我不想去上学。”

我回答说：“对啊，妈妈明天也要上班

了，还没玩够呢。要不然我们一起躺

在垫子上打滚，说我还没玩够，我不

想上学（上班）。”于是，女儿和我一起

在垫子上一边打滚，一边喊叫，最后

变成相互闹腾。情绪释放完了之

后，我告诉女儿：“虽然不想，但是

我知道那是我该做的，人生每个阶

段都有每个阶段应该做的事。”女儿

也就高高兴兴去准备第二天上学所

需的东西了。其实有时候，孩子只

是需要一个出口释放负面情绪，希

望他的感受有人能够接纳。当然，

孩子如果对上学非常抵触，真正厌

学，并且出现一些过激行为时，家

长要及时和老师沟通，寻找原因和

孩子一起解决问题，而绝非采取责

备、打骂、说教等处理方式。

进入小学阶段，孩子的个

性特色会慢慢展现出来，这个

时候，父母会开始通过老师反

馈或者在家庭作业上、在生活

中感受到。当这些特点是被大

众认知所接纳和欢迎的时候，

父母是开心甚至自豪的。但

是，当这些特点是被大众认知

所摒弃或者低评价时，父母的

情绪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孩子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接

纳度也会降低。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现在回

想起来还很感恩当时老师的处

理方法。女儿上一年级时，开始

接触一些数学简答题，在计算出

得数后需要在后面写上单位或

者种类。例如：这幅画里共有几

只老虎等。其他小朋友在得出

答案后都会写汉字来表明种类，

女儿却在写上数字后，在填写种

类的地方用画图的方式来表

示。需要数兔子，她就在数字后

面画兔子，需要数老虎，她就在

后面画老虎，或者直接画等同数

目的图画。老师一次次提醒后，

她还是继续以画图的方式表

达。女儿的解释是：“我觉得这

样更可爱，而且我也表达清楚了

啊。”老师听到后不仅没有责怪

她，还指着女儿画的图案说：“我

觉得这只老虎画得好可爱。”直

到一学期结束，女儿都是用这种

方式答题。但是在新学期开始

时，她自己就纠正过来了，她的

解释是：“我当时觉得可爱，我也

喜欢画画，但后来我知道画画更

花时间，写字也可以准确表达。”

不仅如此，女儿对于画画的兴趣

越来越浓厚，也更自信，现在她

还当上了班里的美术课代表，几

幅参赛作品也有获奖。如果当

初老师以统一标准去强行要求，

我相信她会用更短时间调整过

来，但我们无法收获因特点被尊

重、兴趣爱好被保护带来的惊

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爸爸

妈妈们需要放下自身的焦虑，多

给孩子一些时间，看到更多的可

能性。

期末考试满分100分，孩子考了

96分，高高兴兴回到家，把试卷拿给

爸爸妈妈看，“我考了 96 分”。爸爸

妈妈接过卷子后一看，生气地问：“为

什么扣了 4 分？”这里的爸爸妈妈只

看到了孩子丢掉的4分，却没看到孩

子考到的96分。

看到这个故事，爸爸妈妈们可

能会会心一笑，觉得自己绝不会因

为孩子丢掉的 4 分而惩罚孩子，但

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是这么处

理的吗？孩子没有同学考得好，你

会觉得都是上学，为什么孩子的成

绩没有拔尖；孩子奔跑打闹，结识

了新伙伴，你看到的是孩子摔脏的

衣服；孩子想要帮忙洗碗，却打碎

了碗碟；孩子书写工整，但是答错

了题。……有一些努力，因为我们

的习以为常而被淡化；有一些付

出，因为我们站在大人的角度而觉

得轻而易举，但孩子们要做到却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爸爸妈

妈们要善于发现那些在我们看来普

通却平凡的小事，给予孩子肯定，

这会让孩子从内心滋生出更多的力

量和自信，为将来走更远、更宽广

的路做好准备。

看见孩子做到的

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

尊重孩子的个性特色

接纳孩子的情绪

学习习惯比分数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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