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杰西卡

我女儿小D当年28周早产，左右大
脑最高级别出血，曾被认定是90%智力
低下的“脑瘫高危儿”。

3岁时，她的认知发展被评定正常。
但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是个慢孩子，
需要更多的尝试和预习才能掌握，当然
一旦掌握，她就学得很扎实。但是，生活
中畏难的情况太多了，而她又倔强，当年
学习用勺子吃饭，她因为知道自己做不
好，宁愿不吃，也不承认自己做不到。

她现在学任何新的技能都很慢，但
这并不影响我们带着她去尝试，也不影
响她去发现她所热爱的。我和先生都明
白，这就是我们大白话说的不聪明的孩
子。而我和先生从小都是别人眼里的

“聪明孩子”。所以，这些年我们都在学
习如何引导一个慢孩子。

接纳畏难情绪

小D两岁多走路还不稳。我们当时
去游乐场玩荡桥，比起同龄孩子蹦蹦跳
跳走过去，她很害怕，几次以后就不想玩
了。我们习惯鼓励她，“你是安全的，你
可以再试试看，一定就能做到的”。但每
次这样的话，反而成了摧毁她自信的最
后一击，再也不肯试了。

她快三岁时仍不敢滑滑梯，我对她
说，是很害怕的，你试试看，带着害怕的
感受往下滑，妈妈在下面接住你。于是

出现了转机，她真的滑下来了，而且她下
来时的眼神是闪着光的，不再是之前那
种无力的感觉。

那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要帮助孩子
突破畏难，第一步其实是允许孩子表达，
接纳孩子的畏难情绪。

畏难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畏”，第二
是“难”。大部分人的引导都是直接解决

“难”，比如鼓励，给予帮助，都是为了说
明这并不难。但这也意味着，这样的情
绪是不应该存在的。于是，我们和孩子
之间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孩子的确不敢
做，但知道父母不允许自己表现出来，于
是呈现的就是逃避，连试一下都不愿意
做了。

日常跳一跳，遇事帮一帮

我们要明白，“难”是相对的，孩子觉
得难的，我们不觉得难；有的孩子觉得难
的，有的孩子不觉得难。

因此，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发现，生活
本来就处处有挑战，那么他们对待“难”
的态度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情绪
阈值。

我们现在养育很容易出现“我啥都
替你做了，你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但问
题恰恰就出在“啥都替孩子做了”。试
想，孩子日常生活都是容易模式，切换到
读书就变成了困难模式，正常人都会畏
难吧。

所以，日常中反而需要人为替孩子设

置一些困难，让他们跳一跳去解决。比
如，小D会走路了，问她可不可以跳着
走？小D是左撇子，习惯了用左手刷牙，
提议她试试用右手能刷牙吗？还有，多带
她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慢慢地，在她的头
脑中就形成了“生活处处都是挑战，本来
就是难的”这个概念。

当小D真的遇到挑战时，我会第一
时间拆解难度，帮助她，这就是“搭脚手
架”的方法。

首先是“嘴巴快一点，行动慢一点”，
即把拆解的方法用嘴巴说出来，指导她
自己完成。如果发现仍然完不成，我也
会手把手和她一起完成。但在这个过程
中，会观察小D哪方面能力有欠缺，事后
可以针对性地“开小灶”。

小D在困难中求助，我会及时回应，
不说：“你需要自己做”。因为，孩子发现
自己“遇难”的求助没有得到帮助，她会
越来越害怕遇见困难。

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变成
挑战，孩子遇到挑战父母帮忙一起解决，
解决后大家复盘学习，孩子能从中学到
如何调整自己的惧怕心理。

打造全家成长型思维模式

所谓“成长型思维”，就是明白困难
是暂时的，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他们更
加关心的是自己的成长，更愿意接受困
难的任务和挑战。

生活中，很多父母习惯于固定型思

维模式，害怕挑战和失败，而因为自己害
怕，对待孩子的畏难情绪就特别焦虑，担
心孩子和自己一样。于是，他们把孩子
每一个看似“畏难”的行为放大，盯着这
些行为，然后引导、鼓励和矫正，但往往
收效甚微。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反而会
进一步加重孩子的“畏难”情绪。我们是
带着害怕和担心在育儿，那么很多本来
很自然的回应和互动，都会因为我们的
害怕而被阻隔。

我们骨子里不接纳“畏难”，我们只
看到孩子的问题，而无法和孩子进行联
结，那么，学了再多招数仍然带不好娃。
如果你的确是这样的人，不妨自己先改
变，从挑战一个小任务开始。当你行动
起来了，你才会对孩子的“畏难”感同身
受，这就是更好的共情。而且，你的努力
过程也可以让孩子看到，任何人都是有
困难需要解决的，这本身也能让孩子明
白，生活处处有挑战。

如果孩子“畏难”这个课题就是你
现在所遇到的困难，那么不妨问问自
己，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接纳自己的担
心和所面对的困难，并且愿意改变自
己，引导孩子？真正有力量的人生，并
不是不害怕困难，而是全然接纳自己的
害怕和困难，但仍然愿意向前一步尝试
克服困难。

（作者为微信公众号“大J小D”创始
人，育儿专家，著有《和美国幼儿园老师
学早教》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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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是应对成长危机的重要力量

帮“慢孩子”突破“畏”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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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德淇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鲁滨逊漂流记》，荒岛求生
对人的求生技能和精神意志都是巨大考验。近日，
山东威海民警接到渔民报警，称一名少女向其呼喊
救命，说自己被他人困在小岛。事情的起因是为教
育青春期叛逆的她，父母在一位有野外生存技能男
子陪伴下，带她一起荒岛求生。（据澎湃新闻）

据报道，当事女孩今年 13 岁，2020 年 9 月辍
学，平时行为叛逆，生活无法自理，其父母希望在
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锻炼她的能力，于是狠下心来，
将其送上荒岛“体验生活”，饿了吃压缩饼干，夜里
睡在帐篷里，甚至连烤火都没有。

父母拿青春期叛逆孩子束手无策，采取“荒岛
求生”式教育方法，到底是一种教育创新，还是用
力过猛？关于教育子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也
导致了压力山大的家长无师自通，想出各式各样
的奇招怪招。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家长的出发点
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未必都按照“想象的剧本”演
绎。假借生存教育之名，盲目模仿文学场景，并非
恰当的管教方式，有时还会偏离教育的真正意义，
让教育变得更糊涂。

此次“荒岛求生”式的教育弊端显而易见。首
先，该种模式下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和人身安全风
险，虽然该对父母作为监护人，陪同女孩一同上岛，
但依然无法抵消岛上生活不可预见的危险。置未
成年人危险于不顾，对其强制性改造，其父母的法律
意识、生活常识和基本的理性控制应该受到质疑。
其次，采取用力过猛教育方式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
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也容易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
难以挽回的损伤。“荒岛求生”式教育可能短期内给
孩子心灵造成震慑作用，使其改变过往陋习，但在孩
子内心留下的恐惧记忆，日后可能会泛化到许多相
似事物上，孩子甚至会因此变得敏感、脆弱。好的教
育是无痕的教育，润物细无声。

13岁左右的孩子处于“半成熟”阶段，既有独立
成熟的一面，又限于经验、年龄无法真正实现独立，
未能准确明辨是非，在这一阶段，家长一方面要下足
功夫，带着无条件的接纳和爱陪伴着孩子，帮助孩子
尽快度过这个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另一
方面也要认知自我，改变自我。很多家长在成长过
程中，对自我缺乏了解，甚至自己也不甚成熟，遇到
事情并不能理性客观地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家长自
己也走极端，以不理性方式对待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犯错和迷茫。殊不知，这种不理智的情绪状态，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往往成为孩子叛逆的导火索。家
长只有改变自己，把控好自己的情绪状态，才有可能
作出相对理性的教育决策。

天底下没有从不犯错的孩子，也没有青春期不叛逆的孩
子，家长要用科学的教育模式和友好平和的沟通方式，妥善解
决孩子的成长问题，让他们在爱的注视下顺利发展。对于还
是一张白纸的孩子而言，家长写下一笔一墨都应深思且慎重。

■ 于永军

日前，河南省范县13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13余万名
师生、家长，近10万个家庭跨越时空，共上一堂课——针对当
下卷土重来的新冠疫情，范县社区家长学校特别课程《凝聚力
量，决胜新冠》就此开讲。

这次疫情，河南省的感染率相对较高，而此时正值暑期，
学生遍布范围广，人员流动增多，管控难度加大，疫情防控异
常艰巨。范县教育局全面部署，逐校排查，外联学生家长，内
通任课老师，把抗疫政策落实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每
一个家庭，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孩子，以提高孩子、家长、家庭
的防范意识。这次社区家长学校“云端”抗疫总动员就是诸多
抗疫行动中的一个缩影。

在《凝聚力量，决胜新冠》中，范县第二初级中学范红英老
师通报了当前国内、省内疫情爆发情况，当场示范操作了“七
步洗手法”、如何正确戴口罩、与他人保持一米线距离、不聚集
等疫情防控措施，告诫大家阻断病毒传播途径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就是做好自我防护，提醒每一位家长和学生，强化安全防
范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措施。

一位家长表示：“原来以为洗手是一件非常简单的生活小
事，听了老师的讲解，我懂得了洗手还有大学问，得认真对待，
不能像以前那样冲冲水了事，现在，我和孩子的洗手动作都比
较规范了。”一位学生说：“疫情严重了，我不再乱跑了，在家读
书、写作业、看奥运比赛。”

“云端”家长课程开课转天，城市乡村悄然变化：家长带孩
子逛街的少了，陪孩子在家读书的多了；孩子在广场上扎堆玩
儿的少了，在家通过网课学习的多了……出门戴口罩已俨然
成了一道风景；保持社交距离变为一种礼仪。学生和家长纷
纷表示，面对这次反扑而来的疫情，自觉做到科学防控，从我
做起，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带动身边的人自觉防疫，绝不添乱。

■ 周晓明

日前，江苏省仪征市都会小学二轮核酸全员检测点现场，
江苏省仪征市弘桥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霍晓丹和都会小学
校长老师们一道，代表相关部门收下少年张凡谛罗捐助的矿
泉水、医用口罩等万元防疫物资。

张凡谛罗是仪征市都会小学4年级学生，今年11岁。他
除品学兼优，博学多才，7岁开始经常参加省市电视台和影视
剧的拍摄、节目制作，小小少年就有一些收入。7月下旬，南
京、扬州等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张凡谛罗决定将自己积蓄的
10000元钱，购买10000只医用口罩和矿泉水等疫情防控急
需用品，送到所在的弘桥社区和自己的小学。据霍晓丹介绍，
张凡谛罗曾荣获“江苏好少年”称号，还连续两年被评为“扬州
市优秀少先队员”。她说，我们弘桥社区为这样懂事的公益少
年点赞，为仪征市这样优秀的少先队员点赞！

教育观育观

社区家长学校
“云端”开课讲防疫

信息资讯资讯

少年出资万元支持防疫

■ 咏梅 陈明

孩子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暗礁
险滩，比如心理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极
端行为，这也是令父母们特别揪心的问
题。怎么才能及时预防、识别和应对孩
子的心理危机、把我们的孩子养育得身
心健康能量满满？对此，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北师大儿童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边玉芳及青年作家雨濑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

及时识别危机信号

孩子在生活中产生负面情绪是难免
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发展
成为心理危机，怎么及时识别？雨濑认
为，首先需要对心理危机有一个清晰的
认识：“心理危机是指一个人无法用自己
以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应对和解决当前的
问题，即当前要面对的困难处境超出了
现有的应对能力，由此产生的暂时性的
心理失调。”

她认为，判断是否为心理危机有三
个标准：心理影响是否重大；是否引起急
性情绪、认知、行为方式的改变，但不符
合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以往的方式是否
无法解决当前问题。

边玉芳很认同雨濑对心理危机的定
义，她认为心理危机不是事件本身，而是
人对破坏性事件的身心反应，对同一件事
情，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和反应。

边玉芳介绍，心理危机往往可分为
三类：第一种是境遇性危机，即遭遇超乎
寻常的意外事件，如亲人离世、车祸、天
灾等；第二种是成长性危机，即在正常成
长过程中，生活突然发生变化导致心理

异常反应，如搬家、父母离婚等；第三种
是存在性危机，即与重要的人生问题有
关的焦虑或内心冲突，如人生目标、独
立、承担责任等。

雨濑介绍，面对心理危机时，儿童在
情绪、生理和行为上都会有一些特殊反
应，比如不同以往的悲伤、无助、低落的
情绪，生理反应可能表现为失眠、做噩
梦、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胃痛、紧张出
汗、心跳加快甚至呼吸困难等；行为上则
可能表现为不想上学、行为退化、害怕与
灾难有关的自然现象、畏惧夜晚等。

边玉芳建议，家长要用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和看待孩子的心理危机，防止两
种现象的出现。一是过于害怕危机，“其
实危机本身既是挑战也可能是成长的契
机，一个孩子经历了心理危机的考验后，
也许宛如重生，在心理品质和能量上会
有新的提升。”二是认为心理危机离孩子
很遥远，即使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
父母也不当回事。边玉芳说，一些极端
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发的，一定有端倪
可寻，或者已经是长时间负面情绪的积
累和各方面危机的叠加。

边玉芳说，父母对危机信号的识别
特别重要，尤其是青春期孩子如果有过
轻生的极端念头，或者总把极端想法挂
在嘴边，父母一定要重视。如果此时父
母不以为然，甚至用刺激孩子的话去激
他，很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父母和孩子共同面对

预防心理危机需要父母和孩子共同
面对。这既需要父母对危机有敏锐的觉
察力，提高危机意识；也要父母平时给孩
子做基础性心理建设。另外，孩子的心

理危机往往和家庭有密切关系，父母也
要注意，别让自己成为孩子心理危机的
制造者。

边玉芳说，好的沟通氛围很重要，
“在关系良好、民主自由的家庭中，每个
人都可以真实、安全地表露自己的情绪，
而且亲子关系越好，父母也越容易判断
孩子是不是处在心理危机中。”

边玉芳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发生亲
子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家庭成员之
间彼此没有建立感情的连接。家庭支持
是一个人在成长中得以应对困难的重要
力量，如果没有这部分支持，孩子遇到心
理问题的概率会更大。

雨濑谈到，父母应培养孩子积极健
康的思维方式，“在平时的教育中告诉孩
子，面对一个问题有很多种应对方式，一
条路走不通了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父
母平时面对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时，是
采取积极还是消极的思维和应对方式，
或多或少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

“因此家长要特别警惕，不要让自己
成为危机的制造者。”雨濑说道：“很多孩
子的心理危机并不是来自外界的打击或
灾难性的事件，而恰恰是因为和父母的
矛盾冲突导致的。这就需要父母努力营
造温暖的家庭环境，给孩子足够的爱和
关注。”

接纳、宽容和照顾

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但如果孩子真的遭遇心理危机该怎么
办？边玉芳认为，父母在对待孩子的心
理危机时，不要低估孩子消极情绪的程
度，尽量接纳和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

雨濑认为，父母首先要了解心理危

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冲击阶段，即危
机事件发生时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比
如悲伤、惊恐、极度痛苦等；二是应对阶
段，即逐渐接受现实，采取各种措施帮助
自己恢复心理平衡，调整情绪和认知，向
亲友寻求支持；三是解决阶段，即开始寻
求改变，有人可以直面危机事件本身，有
人则选择逃避策略。

对孩子来说，要想积极正面地解决
问题，肯定少不了父母的帮助。雨濑建
议，当孩子遭遇心理危机，父母要给孩子
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接受现实。他很可能
因为一下子无法消化，而反复去讲述创
伤性事件或者自己痛苦的感觉。此时父
母一定要耐心倾听，给孩子表达情绪和
感受的机会，并对他的表达给予充分理
解，与之共情，接纳他的情绪。同时，对
孩子的不良表现要有心理预期，给予更
多宽容。比如孩子成绩下降、生活能力
减退，父母要理解这是孩子在心理危机
中的正常表现，容忍孩子有一个走出创
伤、渡过危机的过程。另外，父母要照顾
好孩子的基本生活，帮孩子尽量维持正
常的作息和健康的饮食规律，使之慢慢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中。

边玉芳则强调，父母在此过程中要
避免陷入不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逼迫
孩子坚强或马上恢复正常状态、过度焦
虑等误区。“有些孩子在遭遇心理危机
后，会有一些躯体上的症状或很长时间
走不出来，父母确实需要重视但不必过
度焦虑。”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当孩子遇到严
重的心理危机时，父母要认识到自己力
量有限，必要时要寻求专业心理机构的
帮助，对孩子进行及时的危机干预。

名师访谈录访谈录

教子有方有方

真正有力量的人生，并不是不害怕困难，而是全然接纳自己的
害怕和困难，但仍然愿意向前一步尝试克服困难。

——边玉芳教授和青年作家雨濑谈青少年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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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玉芳认为：“在关系良好、民主自由的家
庭中，每个人都可以真实、安全地表露自己的情绪，
而且亲子关系越好，父母也越容易判断孩子是不是
处在心理危机中。”

边玉芳认为，父母在对待孩子的心理危机时，不
要低估孩子消极情绪的程度，尽量接纳和理解孩子
的真实感受。

雨濑认为：“很多孩子的心理危机并不是来
自于外界的打击或灾难性的事件，而恰恰是因为和
父母的矛盾冲突导致的。这就需要父母努力营造温
暖的家庭环境，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