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沈明革

记不清是第几次和外孙安安来书
店了，与以往一样，在绘本书架前安安
停下脚步，他随意拿起一本翻看几页后
放回去，再拿起一本翻看几页又放回
去。安安知道书里面有好听的故事，但
对选择什么书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目
标。通常都是我们说买什么他就要什
么。

我不准备给安安什么具体的提示，
随着孩子慢慢地长大，我希望多给一些
自主的机会，让孩子能够按自己的兴趣
选择。难得让这个平时一刻不得安宁
的小男孩在这里安静一会儿，我也趁机
到一边去搜寻自己有兴趣的书。

“外公”，安安终于捧着一本《小狐
狸买手套》站在我的面前，“我觉得这本
书很好，能给我读一读里面讲的是什么
故事吗？”

这是日本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
写的一个很温馨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狐
狸母子间的温情和小狐狸的天真可
爱。儿童画家黑井健的绘画风格柔和
清新，给孩子们展示了雪国梦幻般的美
丽场景。我讲了故事的梗概，安安立即
把书紧紧抱在怀里说：“这本书我要
了。”看着安安喜欢，我随口说了一句：

“我们既然来了，你就再挑一本自己喜
欢的书吧。”

这对安安来说正中下怀，他立刻跑
到服务台拖来一个篮筐兴奋地说：“我
今天要买一大堆书回去！”

好一会儿，安安拖着沉甸甸的篮筐
走到我面前说：“这是我选的书，都是我
最喜欢的！”我好奇地把书一本本拿出
来，发现竟然都是关于公主的。

“为什么选这么多公主的书？”我不
解地问。“公主都是很美丽、很善良的，

我喜欢的。”安安觉得这很正常。
美丽和善良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孩

子喜欢本应该给予肯定。但我忽然觉
得任由孩子自己选择的想法真实行起
来，问题并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这样吧，前几天我们刚买了《白雪
公主》，今天就不买公主的书了，好吗？”
我试图和孩子商量。“不行，你刚才说是
让我自己选的，我就是喜欢公主的书。”
安安今天对买什么书居然目标明确态
度坚决。

上一次，安安说听幼儿园老师讲了
白雪公主的故事，很喜欢。于是我给他
买了《白雪公主》，回家以后反复讲了许
多遍，安安百听不厌。让我困惑的是，
这也不至于让这个刚上中班的小男孩
对公主产生如此的兴趣啊。

“我刚才讲的是再买一本，这么多
书里面你就挑一本吧。”拗不过孩子，只
好庆幸刚才对孩子的承诺是有限制的，
否则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收场。安安在
篮筐里翻了一通拿出一本最大最厚的
《一百个公主的故事》。

那一段时间，讲公主的故事成了安
安每天必做的功课，不管去哪儿都要捧
着他的宝贝公主书。天天讲公主的故
事，外婆沉不住气了，说：“小男孩，听那
么多公主的故事，会不会有问题？”这个
问题不太好回答，我说：“我们总不能命
令孩子不准喜欢公主吧。”

家里有一种默契，谁也没有和安安
去讨论应该买什么书。妈妈去书店选
了全套的《神奇校车》，弗瑞丝老师带着
孩子们巡游浩瀚的星空，追寻地球远古
的地质变迁，深入到大自然变幻莫测的
演变之中的各种故事，一下子就深深地
吸引了安安。渐渐地，大到宇宙太阳
系，小到人体细胞，都成了安安关注的
焦点，各种相关的图书也成为安安搜寻

的目标。爸爸偶然给安安一本介绍航
空母舰内容的书，触发了小男孩对战争
和武器的兴趣。渐渐地，《孙子兵法》的
故事在不知不觉间替代了公主的故
事。各种各样有关飞机、坦克、军舰的
图书成为书架里的重要内容，就连安徒
生童话都提不起安安的兴趣了。孩子
的想法变化太快，我深深感觉跟不上。

有一天去书店，在走过一排书架
时，安安忽然站住不动了，
他举起一本像砖头一般又
厚又重的书说：“这本书是
讲发动机的吗？”

“哦，这是《发动机原
理》。”我暗暗惊叹，孩子几
乎没有认几个字，却能够
判断这是一本关于发动机
的书。

“我要买回去好好看
看。”安安的口气吓我一
跳，如此专业的书一般人
都望而却步，更何况这么
一个小娃娃。“能告诉我
吗，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我想知道孩子心里是怎么
想的。“中国的飞机、军舰
最缺的就是发动机，我很
想去研究研究。”孩子居然
有如此宏大的想法是我始
料未及的，我有点感动。

“这样吧，你记住我们
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再过
十五年，如果你还想买这
本书，你告诉我，那时候立
刻就给你买一本。”

“为什么要过十五年？”
“因为，那时候你能读懂这
本书了。”我看他不服气的
样子，随意翻开一页读了

一段，果然听不明白，安安轻轻地叹了
一口气放下了手上的书。这样小小的
失落并没有在孩子身上持续太长时间，
因为一转身安安发现了他念叨已久的
连环画《西游记》。

“太好了！我们快回家吧。”安安喜
不自禁地捧起书冲出书店。

太好了！我也在心里呼应，孩子喜
欢书，这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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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职业”地与幼儿园老师对话

买书，给孩子一定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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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玉芳

从去年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家庭的亲子关系
变得更亲密，一些家庭的亲子矛盾却更尖锐了，中
小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去年5月，西安一个9岁女孩从15楼的家里一
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遗书上写着“为什么我
干什么都不行？”“妈妈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9
月，武汉一名14岁的初三学生被母亲当着同学的
面连扇耳光，男孩独自在原地站立了将近3分钟，
然后突然从5楼纵身跃下。

这些悲剧事件的原因后，是疫情、学生本身的
心理品质、家庭原有矛盾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后
疫情时代家校共育的重点，无疑是促进人的心理
健康，让每个孩子拥有积极、阳光的心理品质。

做好家校共育，促进学生心理健康，要从破解
难点入手。

首先，学校和家长要统一认识，把促进学生的
心理健康作为育人的重点，并从学生的心理发展
需求出发，安排好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孩子之所以沉迷于
网络与手机，主要是因为生活太单调、在生活中得
不到积极的肯定和成功的体验、与同伴没有更多
的话题交流、碰到困难时没有排解渠道等。家长
和教师不能只看到孩子的行为，更要看到孩子行
为背后的原因、看到他对生活的感受、看到他对自
己对他人的期待和心理需求。这些需求如果没有
得到满足，孩子就有可能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家校合作，一定要从孩子的心理需求出发，一
定要让孩子生活在现实的土壤里，用细微处的妙
趣去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

其次，学校和老师要把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
能力，作为家校共育的重要职责，切实提高家长促
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在2015年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等
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学校要帮助家长做到最基本的四点，一是
安排好孩子的学习生活，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
习惯，比如和孩子一起制作全家的作息时间表，让全
家过有规律的生活；二是让孩子与世界有更多的联
结，充分感受日常生活的美好，从而激发出对生命的
热情；三是学会亲子沟通，进行高质量的陪伴，提升亲
子关系的质量；四是让孩子爱上阅读，在阅读中寻找
情绪宣泄的办法。

最后，是提高教师的家校合作能力，尤其是与
家长沟通的能力，包括特殊儿童教育的能力。

目前，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价值观等
方面，很多教师的家校合作胜任力不足。提高家
校合作能力要从读懂孩子开始，逐渐提高专业性，
科学育人、科学教子。

比如，在应对校园欺凌事件时，一要读懂孩子
的年龄特征，青春期阶段孩子大脑发育不平衡，导
致这个阶段攻击事件更频繁、影响更大，所以要丰
富青春期孩子的生活，把孩子的能量导向积极的地方。二要读
懂孩子的自身特点。校园欺凌中的欺负者，要引导他冷静下来，
不要一下子想到的只有攻击性行为，要学会理性评估攻击性行
为后果；而受欺负者自我评价较低，不能有很好的人际交往，所
以要培养他的自信心，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三要读懂孩子的
环境因素，了解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各自的家庭环境、同伴关系、
学校环境的特点。四要读懂孩子成长经历中的重大生活事件。
五要读懂孩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网络时代孩子认知世界的方式
正在发生改变，要学会与孩子共情、同理。

学校和家庭协作互补，让孩子从每一节课、每一天的校园生
活和家庭生活中找到自信，找到对生命的热爱，找到对这个世界
的留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 张军霞

前几天，女儿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个《叶罗丽》动画片里的
玩具娃娃蓝孔雀，这也是她心心念念了许久的礼物。

自从蓝孔雀来到家，女儿吃饭时把它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
睡觉时搂着她，出门儿去玩儿也把它放到自己的小背包里。一
天下午，我带女儿下楼，她正把玩蓝孔雀，邻居家的乐乐跑过来，
看到蓝孔雀说：“好漂亮的娃娃，可以给我玩吗？”女儿回头看了
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犹犹豫豫地把娃娃递了过去。

乐乐手上沾了不少土，她一接过蓝孔雀，就在它漂亮的纱裙
上留下了泥手印，女儿皱了皱眉，有点不高兴，因为女儿很珍惜这
个娃娃，把它保护得很好。这时，又跑来一个邻居家的小孩，乐乐
和她也熟悉。两人干脆把蓝孔雀扔来扔去当沙包，当她们咯咯笑
个不停时，女儿哇地一声哭了。我急忙蹲下身子问：“宝贝儿，你
是心疼自己的蓝孔雀吗？”她哽咽着点点头。我说：“那是你的娃
娃呀，你可以把它要回来。”女儿疑惑地瞪大眼睛：“妈妈不是一直
教我要懂得分享吗？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我把女儿的眼泪擦干，轻声对她说：“你自己最最喜欢的东
西可以不跟别人分享，尤其是对方并不像你一样珍惜它的时候，
你有权利把它收回来，因为你才是这个玩具的小主人。”女儿想
了想，从我们楼下储藏室里拿出玩具球，跑过去递给乐乐：“你们
可以抛这个球来，我要拿回我的蓝孔雀了。”乐乐并没有表现出
不高兴，很痛快地把蓝孔雀还回来，转身又和那个小朋友扔球去
了。我对女儿笑了：“看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女儿把蓝孔雀紧
紧抱在怀里，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一小插曲引起了我的反思：大部分家长平时教孩子学会
分享，却很少有人教孩子辨别分享的界限。女儿和乐乐玩过很
多次，知道乐乐是个调皮的孩子，之前也曾有过把我家女儿的玩
具弄坏的情形。所以，当乐乐想玩蓝孔雀时，女儿很纠结。我想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建议孩子换一个玩具给对方，或者家
长也可以委婉地向小朋友表达要注意爱护玩具。

孩子年龄小，对很多事情不会把握分寸，如果家长无原则地
要求孩子分享，孩子表面很大方的同时，内心可能很受伤。因
此，我们应抓住适当的契机引导孩子，教她学会什么时候分享、
和谁分享、怎么分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拒绝分享的权利，
分享教育要有度，孩子的“分享权”同样值得被理解和尊重。

教育观育观

孩子拥有拒绝分享的权利

■ 杰西卡

如果孩子从幼儿园回来说，自己不
想去上学，老师对他很凶；同学总是欺负
他，老师也不管，等等。家长该怎么做？
遇到这种情况，无疑要去找老师了解情
况，然后一起制定计划看看家庭和学校
可以如何一起改进。

不少父母有一个顾虑：可以和老师
说吗？会不会反而让老师觉得孩子在告
状，更加对孩子不好了呢？

在笔者看来，当孩子进入幼儿园
后，父母的视角就要发生改变，需要意
识到孩子的关系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
变化，就是老师的这个角色开始介入
了。此时最好的教育就是这样的铁三
角关系，父母——老师——孩子，三者
缺一不可。

大部分父母其实都觉得需要和老师
沟通，但又觉得会很难，需要摸索实践。
这些策略不妨一试——

不妨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

不少家长都会给老师提建议，但怎
样表述才会不得罪老师？我们可以在每
次提建议时，把“你”开头换成“我”开头，
这样就会少了很多冲突感。“老师，你们
去操场玩的时候应该多看着点我儿子”，
这句话的火药味就很重，不妨这么说“老
师，我挺担心我儿子每次操场自由活动
时间玩疯了会磕磕碰碰，是不是……”，
效果就会好很多。

当我们用“我”开头时，我们传达的
是，我作为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我是来寻
求合作共同帮助孩子的，而不是指责老
师。

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见过不少家长，当老师打电话来
说，“你女儿又上课不守纪律了”，通常的
反应就两个，要么辩解，“我女儿在家蛮
好的啊”；要么道歉，“抱歉啊，老师，给你
添麻烦了”。

但这两个回复对于教育孩子都是
没有建设性意义的，其实，这个时候，
家长可以说：“能具体和我说说，你指
的不守纪律的表现是哪些？”这样的问
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孩子到底发生
了什么。自己的孩子永远自己是最清
楚的，当我们知道具体发生的时间地
点后，也许我们就明白孩子行为背后
的动机。

而且这样的提问让我们和老师的对

话重点转移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上，
把老师拉入了共同教育的三角关系中。
教育并不是为了孩子的过去，而是塑造
孩子的未来。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为了回
复而聆听，却不是为了理解而聆听。

注重表达事实而非观点

和老师共同教育，总会出现意见不
同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和老
师发生思想碰撞，这个过程中，家长和老
师都能更好了解对方，也能让老师更好
了解孩子。

家长在提不同意见时，要特别注重
表达事实，而不是观点。当我们所表达
的事实足够清晰精准时，老师自己也会
找到结论和解决方案。

家长可以用“我观察到……”这样的
句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不是

“我认为……”，比如，针对孩子不午睡的
情况，“我观察到我女儿需要充分放电后
才能安静下来午睡，我不知道幼儿园有
没有机会让她在午睡前活动一下？”这么
说，也许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这样的，但
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实帮助老师更好
了解孩子的特点。了解孩子越多，老师
也就更能对症下药。

将心比心体谅老师

我可以怎么做？我们家庭可以如何
配合协助你？

将心比心，我们面对一个自己亲生
的娃都时不时崩溃发飙，而老师面对的
是一整个屋子的孩子。人在情绪不好的
时候难免会出现用词比较过激的情况，
这时，家长不妨说：“我听到你说的这些
了，我可以怎么做？”因为，孩子的问题首
先是父母的责任。

不管老师用怎样的情绪措辞，我们
这句话能让老师明白，作为家长，我们是
愿意积极参与到孩子教育中的，而不是
把所有孩子的问题都归咎到老师那里。

与老师沟通 心中有数

孩子换了新老师或者幼儿园，家长
最好主动建立和老师沟通的渠道。这个
过程也该遵守一些礼仪。

沟通渠道
我们很忙，老师也很忙，有效沟通是

为了互相提高效率。我们可以问老师：你
希望今后怎么和你保持联系。有的老师
喜欢短信，有的喜欢邮件，有的喜欢当面
谈。了解了他们善用的沟通方式后，谈重

要的事情就知道用什么方式是最容易找
到他们的，而且也不会令人反感。

有备而来
每次和老师谈论孩子的教育问题，

去之前家长最好做一些准备，比如问自
己两个问题：

孩子的主要问题：具体例子说明，包
括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谁、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怎么样；

见老师的目的：寻求帮助？还是分
享新发现？或者是澄清疑问？目的不同
达成的结果也会不同

另外，如果是发邮件沟通的话，可以
把标题设置成这样的格式：“咨询／分
享＋孩子名字＋问题总结”。比如，孩子
上幼儿园后开始在家出现频繁的尖叫行
为，可以先写一封信了解情况，标题是

“咨询XX频繁出现尖叫行为。”
试想，一个老师每天邮箱里躺着那

么多的信，当我们的标题可以尽量清晰
沟通诉求，其实也是在为老师节省时间，
从而增加了沟通回复的效率。

及时反馈
凡是和老师沟通过的，特别是老师

给予了建议后，家长一定要及时反馈给
老师，基本上都会涵盖以下三点：根据上
次讨论的，我做了什么？孩子出现了哪
些变化？家长的反思感悟是什么，同时
希望老师在课堂可以怎样配合？

对老师来说，当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行
为可以改变塑造一个小生命，甚至影响一
个家庭时，会获得成就感。这样的及时反
馈，不仅仅让老师觉得他们的意见得到尊
重，更关键的是，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家长
是明理的，更是注重家庭教育的。没人不
愿意多和这样的家庭进行沟通吧？

每个角色都需要有一定的“职业素
养”，家长这个角色也不例外。打造和老
师的沟通渠道，回到根本就是我们首先
需要去展示自己做家长的专业度。专业
度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把自己包装成“完
美家长”，打造“完美孩子”，但专业度至
少要体现在，减少沟通的随意性，尊重老
师的专业性，克制自己情绪化。

把每一次和老师见面沟通的机会，
当成让老师认识到我们家长专业度的机
会。专业的人之间才会有更加建设性的
对话，而不只是互相指责、宣泄情绪、无
谓之争。

教育就是打造最强铁三角，为人父
母先具备“职业素养”，老师才更愿意听
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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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