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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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差异背后的多
样性

在敬萱任教的班级中，曾

有几个孩子因管理不好自己的

情绪，频繁与同学发生摩擦，导

致部分家长产生了意见。

“有的孩子会把同桌的课

本藏起来‘逗人玩’，有的会

因为同学没认真听他说话突然

发脾气。”面对其他家长的担

忧，敬萱特意召开了一次班

会，引导孩子们找找那几个孩

子的优点。得到同学们的认可

后，那几个孩子显得格外开

心。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们逐

渐学会了情绪管理，成为了团

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类似的案例在班级中并不

鲜见。敬萱希望家长们明白，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孩子们在

求学过程中会遇到性格迥异的

同学，排斥或回避并不能解决

问题。学会包容、理解与尊

重，不仅是儿童社交的基石，

更是他们未来融入社会的核心

能力。“当所有人停止用‘问

题儿童’来定义这个孩子时，

他便能在被理解中找到自我，

逐渐成长为更健全的人。”敬

萱说。

“世界是多元的，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个性化的一面，这些

不同不是怪异，而是丰富我们

生活的色彩。有的孩子大大咧

咧，有的孩子则心思细腻，这些

都是正常且值得欣赏的特质。”

敬萱进一步表示，家长应引导

孩子学会欣赏他人优点。比

如，当孩子抱怨同学“古怪”时，

家长可以借鉴“三阶观察法”，

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差异：记录

对方的3个特别行为；分析这些

行为可能蕴含的优势；寻找共

同兴趣作为破冰点。通过这种

方法，孩子不仅能够更好地理

解差异，还能在互动中学会包

容与合作。

在妥协与边界间寻
找平衡

孩子之间有时“友谊的小

船”说翻就翻，有时又转瞬间和

好如初。敬萱认为，当孩子与

同学发生摩擦时，家长先别急

着介入，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让他们尝试自己处理。

“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在妥协

与边界间找到平衡点。”

与“70后”“80后”父母所秉

持的“忍让是美德”的观念不

同，敬萱认为“10 后”的孩子们

更需要学会“有原则的包容”。

“孩子在人际交往中，需要适度

妥协，也要清晰地界定自己的

底线。”她进一步解释说，妥协

并非软弱，而是智慧的表现，让

孩子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保护

自身权益；边界感则是自我意

识的体现，家长应教会孩子说

“不”。家长需在二者间找到平

衡，既不教孩子成为“老好人”，

也不让其变得固执己见。

敬萱举例，班上有两个孩

子曾因一块橡皮发生争执。一

个坚持认为“我的东西必须经

过我的允许才能碰”，另一个则

主张“好朋友就该分享一切”。

“这类冲突的根源在于孩子们

对社交边界的认知尚显模糊。”

敬萱说。

敬萱建议家长通过“情境

对话法”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

边界感，即设定类似情境，让孩

子们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立场，

并思考“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

会怎么做”。对于触碰底线的

行为，家长也要告知孩子如何

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

比如“你这样做让我觉得不舒

服”“我希望你

能 尊 重 我 的 感

受”。

“通过这样

的方式，孩子们

不 仅 能 学 会 设

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还能在真

实情境中逐渐形成健康、成熟

的社交模式。”敬萱说。

让“缺点”变为闪光点
敬 萱 观 察 到 ，不 少“10

后”孩子的个性和哪吒颇有几

分相似——过于自我、个性张

扬。她认为，一些所谓的“缺

点”其实和家长看待问题的角

度有关：“桀骜不驯”或许是不

盲目从众，拥有独立思考能力

的体现；“特立独行”则说明有

独立思考和独特品味；“冲动莽

撞”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宝贵的

勇气和行动力。

“家长要引导孩子正视并

接纳自己的不足，学会将其转

化为优势。”敬萱班上就有个

“哪吒”式的小男孩。他在课堂

上总是坐不住，导致其他孩子

都不愿和他做同桌。但敬萱发

现，这个男孩其实特别羡慕那

些认真听讲、获得老师表扬的

同学。于是，她与男孩的家长

共同制订了一份“渐进式目标”

计划表：第一周，只要男孩能够

安静坐定 10 分钟，就能获得贴

纸奖励；之后每周递增 5 分钟，

贴纸可以累积兑换积分，积分

可以实现心愿。

3个月后，这个小男孩不但

能够全程专注听课，还主动维

护起了班级的课堂纪律。敬萱

认为，这一转变恰好印证了当

个性鲜明的孩子通过发挥自身

优势获得群体的认可时，他们

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追求

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

因此，她建议家长，多鼓励

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发挥自己的

个性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孩

子不仅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还

能在社交中找到自信。在保持

个性的同时，家长也应教导孩

子尊重他人、理解集体规则，让

孩子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和快

乐。

厨房里的水龙头“哗哗”作响，

女儿踮着脚尖站在板凳上，正把土

豆刨得骨碌碌转。刨刀下雪片似的

土豆皮，比她寒假作业本上的字迹

还要飞扬。“妈妈你看，这个土豆像

不像胖企鹅？”她举起一个凹凸不平

的土豆朝我笑，围裙上沾着泥星子，

鼻尖蹭了道灰。

3 天前，我刚结束出差回家，

看见放在茶几上的寒假作业本，工

整的“已完成”印章格外显眼。时

钟嘀嗒走向开学日，我捏着新买的

字帖，像捏着根救命稻草：“要不

要预习一下新学期的生字？”话音

未落，女儿已经钻进了厨房，她高

兴地说：“爸爸说今天要做洋芋粑

粑！”

起初，我以为她在耍滑头。直

到看见她蹲在垃圾桶边择豆角，一

折一抽的动作竟比我利索；洗好的

碗沿不见半点油花，在沥水架上码

成整齐的“阅兵队伍”；此刻刨土豆

的架势，仿佛她太爷爷当年雕窗花

的模样——我们家祖传的较真劲

儿，竟在厨房里开了花。

窗外的鸟鸣突然安静下来。我

望着料理台上歪歪扭扭的土豆堆，

突然想起30年前的冬天。那时，我

也刚写完寒假作业，却被父亲按在

院子的小石桌上练大字，偶尔一只

麻雀飞过，灵巧自由的身影让我羡

慕不已。如今轮到我成了攥着字帖

的母亲，才惊觉时光是个圆，只是圆

心早已偏移。

“妈妈发什么呆呀？”女儿拿出

擦丝器，熟练地准备进行下一步，

“等我把这些土豆宝宝擦完，咱们

就能煎饼啦！”她总爱把食材称作

宝宝，择菜时说韭菜宝宝要排队，

淘米时念叨大米宝宝要洗澡。这童

稚的命名法，让厨房变成了童话

镇。

我忽然想起她班主任之前对她

的评价：“贤贤做值日特别细致，能

把黑板槽里的粉笔灰都擦得干干净

净。”当时我只当是客套，此刻看着

料理台上渐次成型的土豆丝，粗细

均匀得如同用尺子量过，突然品出

了别样滋味。

暮色漫进厨房时，女儿正给最

后半个土豆翻身。夕照给她的鬓角

镀上金边，细小的汗珠顺着她的耳

后滚落，这让我想起她刚学握笔时

的模样。

“明天要不要试试用土豆汁当

墨水？”我抽了张纸巾擦掉她鼻尖

的灰。她愣住两秒，高兴地说：“真

的吗？那我要写‘土豆大将军出征

记’！”

窗外飘来初春的风，和煦又温

暖。平底锅里的洋芋粑粑“滋滋”作

响，腾起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原

来收心不必如临大敌，成长本就像

这锅里的土豆，在文火慢炖中自然

绵软入味。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我下班回到

家，发现儿子奇奇已经放学回来了。他

和他的好朋友小泽坐在沙发上，两人头

挨着头，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不时发

出“咯咯”的笑声。

“阿姨好！”小泽抬起头，礼貌地打

了个招呼。我点点头，目光却被茶几上

散落的零食包装袋和地上斑驳的果汁

渍吸引。沙发垫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边，

抱枕随意地躺在地板上。我的眉头不

自觉地皱了起来。

“奇奇，家里怎么这么乱？”我的声

音里带着明显的不悦。奇奇抬起头，脸

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妈妈，我们正准

备收拾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脸

上显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准备收拾？你看看都几点了？”我

指着墙上的时钟说，“小泽也该回家了

吧？”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小泽是儿

子的好朋友，和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经

常来家里找奇奇玩。听我这么一说，小

泽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慌乱地站起

来，说：“阿姨，对不起，我这就帮奇奇一

起收拾。”

看着两个孩子手忙脚乱地收拾，我

的心里一震。记得奇奇上幼儿园时，每

次带小朋友来家里玩，都会兴奋地拉着

我的手给我介绍：“妈妈，这是我的好朋

友xx！”那时的我，总是温柔地准备好点

心招待小客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

得这么苛刻了？

收拾完客厅，小泽匆匆告辞。奇奇

低着头站在我面前，眼泪在眼眶里打

转：“妈妈，你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小泽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是啊，我为

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还

是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太高？我蹲下身，

轻轻擦去奇奇脸上的泪水：“对不起，妈

妈今天做得不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每次带朋友回家，

妈妈总是热情招待，即使我们把家里弄

得再乱，她也从不生气。她说：“朋友是

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想来，正是妈

妈的宽容，让我拥有了许多真挚的友

谊。

第二天，我特意去蛋糕店买了奇奇

和小泽都爱吃的草莓蛋糕。等孩子们

放学后，我主动提议：“奇奇，要不要请

小泽来家里玩？妈妈今天下班早，给你

们做好吃的。”

奇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

的吗？妈妈！”看着他雀跃的样子，我的

心里暖暖的。

这一次，当两个孩子坐在书桌前写

作业时，我没有再对桌上的草稿纸和橡

皮屑指手画脚；当他们在客厅玩游戏

时，我也没有对着满地的玩具皱眉头。

小泽渐渐放松下来，开始和我分享

学校里的趣事。我惊讶地发现，这个不

怎么爱吱声的小男孩，其实很有自己的

想法。他喜欢航天，梦想成为一名航天

员，经常给奇奇讲太空的知识。听着他

滔滔不绝地讲述宇航员的故事，我不禁

为孩子们纯真的梦想而感动。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尊重奇

奇的朋友。我会记住每个孩子的喜好，

在奇奇生日时让他邀请朋友们来家里

聚会；我会认真倾听他们分享的趣事，

即使那些话题在我看来很幼稚；我还会

在接送奇奇时，和他的朋友们聊聊天，

了解他们的近况。

渐渐地，我发现奇奇变得更开朗

了。他开始主动和我分享学校里的点

点滴滴，告诉我谁和谁成了好朋友、谁

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的关系不再只

是母子，更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有一次，奇奇的另一个朋友小宇因

为父母吵架，情绪很低落。奇奇主动邀

请他来我家住了一晚。那天晚上，我听

到两个孩子在房间里窃窃私语，奇奇笨

拙地安慰着哭泣的小宇。那一刻，我深

深感受到，孩子们的友谊是如此纯粹而

珍贵。

现在，每逢周末，我们家总是充满

了欢声笑语。奇奇的朋友们会来家里

写作业、玩游戏，有时他们还会一起做

饭。我也学会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

供帮助，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留空间。

看着孩子们真诚的互动，我常常感慨：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尊重孩子的朋

友，就是尊重孩子的世界。当我们放下

成人的标准，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孩子的

社交，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感动。让我

们学会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用温暖的

心守护他们珍贵的友谊。

尊重孩子
的朋友

■ 刘凯

收心记收心记 ■ 陈莉

看
世
界

看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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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哪如果哪吒吒
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同学……””

如果哪吒来到了你的班级，你觉得他会是一位怎样的同学？你会喜欢
他吗？你愿意和他做朋友吗？让我们一起看看孩子们的回答。

编者按

“虽然你仪态懒散但意志坚定，虽然你个头
矮小但内心强大……你就是很好很好啊！”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和敖丙的友谊让人羡
慕。在和敖丙成为朋友前，哪吒其实尝试了很多次交朋

友和融入群体，但都以失败告终。孩子们在人际交往中，
应如何平衡个性与集体规则？本期，我们将哪吒的个性和经

历映射到校园社交场景中，和“10后”小朋友们探讨如何与不同
性格的同学相处、如何应对校园中的社交挑战。

我可太喜欢哪吒了！如果哪吒来

到我们班，那他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人

气王”。我们都会愿意和他做朋友的，

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毕竟我是一

个很普通的学生，也没有很多才艺。

我希望哪吒能带领我们一起玩轮滑，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风火轮队”！

——李嘉明 9岁

课堂上，哪吒可能会像个小猴子

一样，东张西望。不过，要是碰到他感

兴趣的问题，估计他会“嗖”的一下跳

起来，急着回答。一开始，同学们可能

会觉得他脾气有点冲，但时间长了，大

家就会知道，他很真诚。我猜，他也会

慢慢学会“谢谢你”“没关系”“对不

起”，让自己变得更“文明”。

——袁诗蕊 10岁

哪吒肯定是个超酷的同学，很有

个性。我觉得他上课时不一定会守纪

律，但他一定是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

同学。如果老师愿意给他机会，他也

会像我一样爱举手发言。哪吒做作业

的话，估计会有点马虎，但他肯定写得

很快，因为做完作业就可以去玩耍了。

——文珂瑜 10岁

哪吒可能有时候会有点调皮，但

他一定是个讲义气的人，要是有同学

被欺负了，他肯定会站出来帮忙。虽

然哪吒看起来有点叛逆，但我相信他

内心还是很想被大家理解和接纳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江钰珂 12岁

我觉得哪吒会是一个比较吵闹的

同学，身为纪律委员，他将是我的“重

点关注对象”。毕竟哪吒是一个特立

独行的人，不知道他愿不愿意遵守班

集体的统一要求。不过，我相信他能

融入得很好，因为哪吒内心深处是一

个善良的人，我愿意和他做朋友，在他

需要时伸出援手。

——程怡然 10岁

哪吒勇敢、正义、有个性，肯定会

给班级带来很多新鲜感。虽然他有时

候很冲动，但他心地善良，愿意帮助别

人，我觉得这样的同学很酷。我会主

动和他交朋友，他那种不怕困难、敢于

挑战的精神很让人佩服。我觉得和他

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

——薛羽辰 11岁

如果哪吒是我的同学，我一定会

更爱上学！他上课时可能有点调皮，

但我觉得他一定很有趣。我们还能一

起做小组作业、一起玩游戏。哪吒很

讲义气，我觉得朋友之间讲义气很重

要，我愿意和他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张茂林 10岁

上课的时候，哪吒可能很难老老

实实坐着，说不定还会扰乱课堂纪

律。我猜他也不太会认真对待作业，

因为他自由散漫惯了，会觉得写作业

太枯燥。不过，哪吒本质是善良的，他

肯定不会故意欺负同学。要是我们有

机会一起玩的话，他或许会教大家一

些好玩又简单的小法术，想想就刺激。

——李美 15岁

如果哪吒成为了我的同学，那他

肯定一出场就是“焦点”，大家都会争

先恐后地和他玩。我有点社恐，虽然

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我可能不会主动

去和他交朋友。我的朋友都是比较安

静的性格，哪吒应该更喜欢热闹，我觉

得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相互

欣赏也是一种很好的相处模式。

——王雅洁 11岁

哪吒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认命、勇

敢、有毅力，不过，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脾气大，碰到不顺心的事容易冲动。

我真的好想和哪吒做朋友，希望他能

把“有梦想、有目标，不怕困难，一直向

前冲”的劲头传递给我，这样，我也能

变得像他一样勇敢。

——陈思妍 10岁

如果哪吒来到我们班，我猜老师

和同学会有些头疼。上课时，他可能

会不停地说话，害得其他同学没法专

心听课。写作业时，说不定他会在作

业本上画他的好朋友敖丙。不过，我

还是很喜欢哪吒，想和他成为好朋

友。我会把我最喜欢的零食分给他，

和他一起跳绳、踢毽子。但我有点担

心，如果哪吒猛踢一脚，我们的教学楼

会不会塌掉？

——余苜城 8岁

哪吒成为我的同学的话，我想先

问问他是不是成都人，会不会说四川

话，如果他不会，我可以教他。周末，

我会带他去喝茶、买糖画、看大熊猫，

然后，带他回家尝尝我妈做的正宗川

菜。最后，我们再齐心协力把作业做

完，他一定会很开心。

——李子恒 9岁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尊重差异是破解社交难题的钥匙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班 上 有“ 特 立 独

行”的同学，孩子如何

与他交往？四川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

验小学三年级5班副班

主任敬萱认为，引导孩

子识别、接纳不同性格

的同学，在互动中学会

尊重差异，是培养儿童

社交能力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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