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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学渣”也有星辰大海
徐俊霞

儿子考试成绩出来了，他拿着写着红色醒
目分数的试卷来到我面前，满脸忧愁，他对自
己的成绩一点儿也不满意。

儿子问我：“爸爸，为什么我努力了，却没
有得到我想要的分数？”

拿着儿子的试卷，一个醒目的“71分”映
入我的眼帘。

儿子一脸不高兴，我安慰他说：“你这个分
数也不低啊，又不是没有过及格线，100分的
试题，你考了71分，虽然不是很优秀，但至少
也是中等。这个分数，足以证明你努力学习
了，你只要继续保持这股子努力劲儿，一直向
前冲，我相信你以后肯定会考更好的。”听了
我的话，儿子郁闷的心情似乎好了点儿，但他
写在脸上的“愁容”，却并未散去。

“我这次真的是努力了，可我只考了71
分，仅仅比上一次考试多了1分。”儿子接着
说。“而且我这次成绩排名，在班上是第21名，
还比我上一次的排名落后了5个名次，您说，

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我努力了这么久，几
乎就没什么进步，那我再努力下去，有什么意
义呢？”

听了儿子的话，我沉思了片刻，就给他举
了个例子。我说：“假如有10公里的路，我们同
时从起点出发，我骑自行车，你走路，我们都
尽最大努力，我们最终目标就是从路的这一
头走到那一头，那你说我们谁先到终点？我们
谁能实现目标？”

面对我的问题，儿子想都没想，直接回答
说：“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嘛！我走路，你骑车，
我再怎么努力，那也赢不了啊！”儿子回答了
我第一个问题，我接着又问他：“那你能实现
目标吗？”他笑了笑，然后说：“我们都能到终
点，我们当然都能实现目标啊，这只是个时间
问题嘛！”

说到此处，我看到儿子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于是我又问了他第三个问题。

“同样是这10公里的路，如果你因为没有

我走的快而停在原地不走，或者虽然没有我
快但你努力地往前跑，那结果又该如何？”

“很明显啊！我不走永远都到不了终点，也
永远无法实现目标。我努力朝前跑，虽然慢一
点，但我还是可以到达终点的。”

“那你在这场追逐赛中赢了吗？”
“赢了。”
“赢了谁？”
“赢了我自己！”
听儿子这么说，我松了口气。接着，我

又问他：“那你现在知道努力的作用了吗？”
儿子冲我点了点头，说：“知道了，如果我不
努力，下次我连 71 分都考不了，以后我不
再认死理跟别人比了，我要‘赢我自己’，和
我自己比个‘高低’，这样才能实现我的终
极目标。”

就这样，我教会了儿子如何去赢自己，如
何和自己比高低。看孩子开心，我也跟他一
样，开心地笑了笑。

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家长是只关注眼
前利益，还是能看得长远，会影响孩子成为
怎样一个人。孩子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平常
的琐碎小事上，一些看似“聪明”的举动，其
实会毁了孩子的格局。家长要学会观察孩
子的言行举止，当出现以下几种行为时，要
及时纠正与引导。

自认为聪明，敷衍学习。很多家长喜
欢表扬孩子聪明，常说：“我家孩子很聪
明，东西一学就会。”说者无声，听者有意。
说多了，这个标签就慢慢内化到了孩子心
里。他会真的认为自己很聪明，不肯用心
钻研、付出努力，而是投机取巧、敷衍了
事。比如几个孩子一起写作业，各负责一
部分，写完后互相抄，美其名曰“分工合
作”；老师不批改的作业，有的孩子就胡乱
凑字数，而老师会仔细看的作业就认真一
点；有的孩子不把心思花在学习上，而是
研究考试技巧，看似聪明，实则基础不扎
实，没有真正的实力。孩子耍小聪明偷懒
并非天生，很可能是在溺爱、包办代替的
成长环境中养成的坏习惯。家长不要经常
表扬孩子先天的聪明，而更应该肯定孩子
后天的努力。发现孩子有偷懒的行为及时
纠正，让他把偷懒落下的作业补上。要重
视学习态度和做事态度，不能因为孩子成
绩好就忽视其偷懒行为，告诉孩子无论学
习还是做事都要脚踏实地。这样，孩子会
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不会以一时的成败
作为判断自己是否优秀的标准。

爱贪小便宜，不懂分享。一些家长特别
害怕孩子吃亏，几个孩子一起吃东西，看到
自家孩子吃少了，恨不得自己上手给孩子
多拿一点。家长的这种行为会让孩子在生

活中爱贪小便宜，不懂分享，导致没有人愿
意跟他做朋友。智慧的家长，会教孩子懂得
礼让与分享。看上去孩子失去的是几块饼
干、少玩了一会儿玩具、晚一点玩滑梯，但
是得到的，却是同等甚至更多的来自他人
的礼让与分享，收获同伴的尊重与友谊。所
以，当孩子出现特别强势、不懂分享等行为
时，家长需要及时引导。一方面，用自身的
行动影响孩子，自己不占小便宜，勤于分
享、乐于助人，孩子自然会从父母身上学到
这些品质；另一方面，帮助与鼓励孩子去分
享，但不强迫。当孩子做到后，要及时地给
予肯定。

爱推卸责任，不会反思。孩子是在不断
犯错中成长的，重要的是犯错后的态度。爱
耍小聪明的孩子通常推卸责任，认为这样
就不会受到惩罚。这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
关，当孩子犯错后，如果父母总是用批评与
惩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孩子为了逃避惩
罚就不敢承担责任。如果父母用耐心与爱
心去帮助孩子，那孩子不仅能从错误中学
习，还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错误。比如，兄
弟俩吵架，如果父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
十大板，那两个孩子第一时间都会把责任
推给对方，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但是父母
如果能蹲下来，倾听事情原委和两个孩子
的感受，告诉他们一起来想想有什么办法
解决，那孩子就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勇于承
担责任，关注于解决问题。

如果不想让孩子因“小聪明”毁了“大
格局”，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不是只关注
眼前利益，而是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关注长效的、能让孩子一生受益的品格
培养。 （《生命时报》卢丹丹）

青春期是最让家长头疼的年龄，很多人
不知道应该怎么和这个时期的孩子沟通交
流。在门诊和生活中，我常常见到“问题少
年”，他们的父母要么特别焦虑，过度控制孩
子，要么完全忽视孩子的情绪和内心世界，
很少陪伴。其实，和青春期孩子相处并不难，
大家可以试试我独创的“苹果法则”。

态度，保持开放的心态。孩子进入青春
期后，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孩子
可能会质疑父母的权威、要求保护自己的
隐私、渴望独立……这些都是正常的成长
表现，不要认为孩子是针对你，故意疏远
你。家长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
长和变化。用好奇而不是质问的态度去了
解孩子的生活，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他们
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家长还要保持积极乐
观，当遇到问题时，缩小困难面，放大积极
面，更多强调孩子付出的努力和优势，一起
展望那些有机会变得更好的地方，这样孩
子往往会做得更好。

位置和姿态，让孩子自己做主。进入青
春期以后，家长的位置要慢慢退到孩子身
后。对青少年来说，家长的最佳角色应该是

“高级合伙人”。虽然家长拥有更多的经验
和知识技能，但是孩子最终还是要接管自
己的人生，独当一面。家长需要循序渐进地
给孩子自主权，比如买衣服，先允许他们自
己选择衣服款式，家长把控预算；然后他们
可以决定买衣服的花销，但在购买前要与
家长核对；最后可以给他们一笔零花钱，完
全让他们支配，自己买喜欢的衣服。无论孩
子走多远，当他们需要家长的支持和安慰，
转身奔向家长时，家长也要毫不犹豫地先
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场，高质量陪伴。良好的亲子关系需
要父母高质量陪伴，其核心是满足孩子的
基本心理需求，让他们被看见、被理解、被
肯定。如果父母一边陪孩子，同时刷手机看

电视或者想工作，是没法真正“看见”孩子
的，连孩子说什么都没听进去，更不用说体
察到孩子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内心挣扎
了。高质量的陪伴要求父母在亲子沟通中，
对孩子全然关注，持续“在场”。

做得少效果更好，适当放手。学会放
手，是青少年父母的必修课。当知道孩子
犯错，很多家长会有立刻去纠错的强烈冲
动。但请家长记住，除非孩子的健康和人
身安全受到威胁，否则请克制再克制，做
得少效果会更好。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
同时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青少年需要从
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学会为自己负责。当
你想要制止和纠正孩子时，先问自己：“如
果我不做会发生什么？”例如孩子总是漏
掉老师布置的作业，或者丢三落四，反复
丢失书本，导致重要考试成绩不及格。你
会怎么做？如果每天替孩子去打听记录作
业内容，整理书包，可以预见的是孩子类
似的错还会一犯再犯，是你阻碍了孩子培
养个人责任感。

赋能，帮助孩子提高能力。家长要关注
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背后的困难与缺乏
的能力，帮助孩子提高这些能力。大多数家
长往往只关注孩子学业成绩和是否听话易
于管理，却忽略了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比如有些家长给孩子报补习班，一个不行
就报两个三个，直到课余时间全被占满。然
而不管多么高大上的补习班，主要还是知
识的灌输，你是否关注过孩子真正的问题
在哪里？也很少有家长去思考，补习班就算
通过超前学、题海战术提高了几分成绩，但
到底能不能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多时
候，问题的本质往往是孩子能力不够。家长
需要去认真观察孩子的注意力、时间感知
和管理能力是否需要提高，这样才能有针
对性地解决问题，帮孩子提高成绩。

（《生命时报》刘文娟）

高一上学期结束，女儿除了语文和历史，
其他科目成绩都不理想。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女儿像没事人一样，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让我头疼的不仅仅是女儿的成绩，还有她
的学习态度。她还以为自己是小孩子，时间一
大把，上课不是睡觉就是走神，放假不是刷手
机就是玩电脑。以她现在的成绩，高考时别说
985、211大学，就是普通本科院校都没戏。晚
饭后，我就坐到书房监督她学习，做完数学背
英语，学完物理啃化学。

对于我的苦口婆心，女儿并不领情，成天
嘟囔：“我压力已经很大了，你不要对我要求
那么高，我可能不会像你和爸爸一样优秀。”
我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这是什么话？不优
秀就可以堕落吗？你能不能长点心？”女儿抬
头看看我，没有理睬我的火冒三丈。

我请了一位学理工科的大学生给她补习
功课，几天下来，那位大学生对我说：“阿姨，
您的女儿很聪明，可是她太聪明了，你还是给
她另请家教吧，我教不了她。”原来女儿对自
己感兴趣的功课学得津津有味，不感兴趣的
功课就想方设法推脱，她用她的三寸不烂之
舌把家教带进沟里去，成天和人家谈音乐、文
学、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

教育这样古灵精怪的女儿，不能硬碰
硬，也不能放任自流。饭桌上，我和女儿像
朋友式地拉家常，和她分析国内的高考形
势。我认真地问女儿：“高考后，你想出国留
学吗？如果你想，我和你爸肯定大力支持。”
女儿摇摇头；“不，我喜欢中国。”我趁热打
铁，继续发问：“既然你没有出国的打算，咱
们就得做好应对高考的准备，妈妈想知道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各门功课尽量提
高成绩，高中毕业后最差读个大专，只要能
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女儿一副志在必得的
模样，“妈妈，我读个普通的大学，找份普通
的工作，自食其力，不啃老，不好吗？”我哑
口无言。

从小学读到高中，女儿一直是学校里的文
艺骨干，学校里组织大大小小的文娱活动，她
都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女儿对自己有这样
清晰的定位的确令我出乎意料，我一味地抓
她的学习成绩，却忽略她的兴趣爱好，我成天
陷在焦虑中，为女儿的普通而失落，为女儿的
顽劣而暴怒……到底是女儿不够优秀？还是我
的心态出了问题？

忽然想起一位同事的女儿，从初中到高
中，读的一直是重点学校的尖子班，学习成绩
却排在中下游，考试成绩并不理想。高考后，
她女儿去读了大专。家里家外，同事一度抬不
起头来，认为自己的女儿太差劲太丢人。孰料
她女儿在大学里竟然找回了自信，成了老师
和同学们的香饽饽。在学校里，她女儿积极参
加各种社团活动，与老师、同学们打成一片，
专业课成绩也数一数二，和高中时判若两人。
大学毕业时，好几家单位抢着和她女儿签约。
同事由衷地说：“以前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总想着望女成凤，在后面拿鞭子逼着她努力
逼着她上进，现在却发现孩子做一个普通人
没啥不好，我们的孩子不一定非要考双一流
大学，不一定非要出国留学，‘学渣’的征途也
可以是星辰大海。”

哪家父母不望子成龙？哪家父母不望女
成凤？可是成龙成凤的孩子毕竟是少数，大多
数孩子还是平常之辈。世上没有十项全能的
孩子，是龙是虫全看他（她）的本事。老话说得
好“玉不雕不成器，树不修不成材”，每个孩子
的成长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身为父
母，必须理性地包容并接纳自家孩子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多一点鼓励，少一点指责，心平
气和地陪着孩子慢慢长大，和孩子一起变得
更好。

我脾气比较急，工作上是这样，对女儿也
这样。总觉得上幼儿园的女儿会有点小心思，
贪玩，不想上学。谁知最近就出了问题。

在一个周一的早上，女儿突然捂着肚子说
疼。我没在意，果断地说：“今天要上学的哦，
可不是周末。”女儿眼泪就吧嗒掉了下来，拉
着我的衣角，委屈地说：“是真的，妈妈。”我急
着出门，今天有会要开，有策划案要看。没顾
得上仔细听，抱着女儿就走。

谁知在公司开会不到20分钟，幼儿园老
师就打了电话来，说女儿被送到医院急诊了，
上吐下泻。我吓得赶紧赶去，到了之后，看到
女儿脸色苍白在打吊针，正靠在老师怀里。我
内心一阵愧疚，都怪我，太大意了。医生问我
孩子早上的情况，听了我的述说，意味深长地
说：“做家长的，要有点耐心，学会倾听孩子说
话，要是一疏忽，有可能让问题更严重的。”

虽然说后来女儿身体恢复了，但这件事过
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复，我才明白，教育孩
子是要讲究方法的，应该更多地尊重孩子，学
会蹲下身来倾听孩子说话。

后来有一次下班回来，我坐在沙发上，随
手拿起一本书来看。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水洒
了一地。我的脸色立刻变了，问女儿：“你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脚踩上去又要摔跤啦！”

这时，女儿委屈地说：“妈妈，我看您累了，本
来想倒杯水给你喝的，可是没端稳。”我立马
意识到自己又犯错了，赶紧放下手中的书，走
到她身边，蹲下来听她说话。她说：“今天老师
上课的时候教我们，等妈妈下班后要学着端
杯水给妈妈，可是……”我笑着说：“好孩子，
妈妈知道你的孝心了，你也是不小心，妈妈错
怪你了。”

还有一次，我在书房写字，突然听到客厅
“碰”的一声，像是玻璃打碎的声音，我出来一
看，一只花瓶碎了，女儿就在一旁愣着也不说
话。正想骂她一通时，想到要学着倾听孩子。
于是我蹲下身，问女儿，“宝贝，这个花瓶怎么
会碎的？”女儿脱口而出：“是小猫！妈妈，是小
猫打碎了花瓶！”就在这时，一只小猫从柜子
底下钻了出来，腿一瘸一拐。我走近一看，小
猫的脚趾上还扎了个玻璃碎片，还有血迹。事
实证明，确实是这只小猫干的“好事”。真是庆
幸，自己没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去批评孩子，
否则又会错怪孩子了。

我们与孩子相处时，常常习惯于以成年人
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假思索认为是孩子错了。经
过这几次经历，我切身体会到，蹲下身来好好倾
听孩子说话是多么重要。学会这一招，我发觉孩
子变得开朗了，我们也相处得更加融洽了。

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叫爸爸妈妈
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吃饭的时候……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相信许多
父母都会有不少感慨，也会有不少想对孩子说的话。对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
长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大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邮箱：jswmtl@163.com

征稿启事

教孩子学会和自己比高低
颜克存

学会蹲下身来倾听孩子说话
姜华

及时制止孩子的“小聪明”

和青春期孩子相处五法则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