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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面见字如面””，，为孩子们点亮一盏心灯为孩子们点亮一盏心灯

教育观育观

从“数脚趾”开始探索数字

■ 孙云晓

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曾经这样对我说：“我妈妈常
常告诫我不要与成绩差的同学来往。我曾经求过妈妈，
让我和很要好的朋友晓雨一起玩，虽然她的成绩不好，但
她还是很努力的。可妈妈就是不同意。有时晓雨来我
家，妈妈就会不声不响地拉下脸来，让我们都很害怕。现
在她再也不来我家玩了。平时，我们经常偷偷一起玩，但
总是提心吊胆，久而久之，我们都很压抑。现在我们的友
谊已经淡了，我很难受，有点儿恨妈妈，因为这是妈妈引
起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72%的城市（中小学
生独生子女）父母表示，希望孩子有好朋友；同时，75%的
父母说，自己对孩子交朋友有严格的要求；81%的父母
说，希望孩子和学习好的同学交朋友。

这些数据反映了父母对孩子交往的限制。对父母的
做法，孩子们大多不太认同。他们认为交什么样的朋友
自己能够判断，分数不应该是交友的唯一标准。

父母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在交朋友时，也未必
以学习成绩或工作技艺为标准。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也就是说，交朋友讲究投缘和脾气。交朋友
还是满足心理需求和完善人格的一种方法。有的人性格
优柔寡断，可能希望和果断的人交朋友；有的人不善学
习，可能希望让学习好的人带动自己。情趣相投、性格互
补是交友成功的重要因素，以功利为目的交往反而不会
持久。

对孩子来说，交往是一种重要的精神需求。儿童的
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是在与其
他人尤其是与同龄伙伴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可有些父
母限制孩子交朋友的自由，认为孩子交的某个朋友不好，
或是认为孩子要交自己看中的朋友，要交对孩子学习成
长有帮助的朋友，因而干预孩子的交友活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中小学生最不满意
父母的十二种行为中，“限制我交朋友”占21%，排在第四
位。特别是对中学生而言，“限制我交朋友”是他们对父
母的三大不满之一。

我建议父母不要以学习好坏作为孩子交友的唯一标
准，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犯过错的孩子。只要孩子
有进取心，并且知错能改，自己的孩子都可以和他交往。
即使父母并不喜欢孩子的朋友，也务必持尊重的态度。

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应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也
许，父母换个思路效果会好些：孩子交朋友是他自己的事
情，父母的责任一是尊重，二是引导。如果父母发现孩子
的朋友真的不好，应该平静地和孩子一起仔细分析对方
到底“坏”在哪里。

父母要通过讲道理来引导孩子择友。不要单方面地
强行禁止，更不要以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让孩子产生反
感，否则关爱在孩子看来就变成了一种专制。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中
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

■ 张军霞

女儿今年7岁，读小学一年级了，能口算出一百之内的加减法，
每当听她流利地说出得数，我常会想起她小时候最喜欢跟我玩“数脚
趾”的数字游戏。

女儿一周岁时，特别喜欢让我捏她的小脚趾。后来，我增加了游
戏内容，每次摸她的脚丫，会慢慢数五个脚趾，没过多久，她就习惯了
听我说“一二三四五”。女儿两周岁时，我数完她的一只脚丫，接着数
另一只，这时的她也会跟着一起数数，十个数的认识就这样通过游戏
完成了。再接下来，游戏变得更加好玩，我用一块大积木盖住她的一
个脚趾，假装很害怕地说：“怎么你的脚趾丢了一个？这可怎么办？”
女儿笑着把积木扔到一边：“没丢，它在这儿！”

这种游戏看似简单，却能不断引起孩子探索数字的兴趣，女儿总
是百玩不厌。有时，她数错了，我就冲她做个难看的鬼脸，她数对了，
我就用讲故事来奖励。就这样，女儿很早就对数字有了一些基本的
概念。

女儿在幼儿园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对于引导小孩子认
识数字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比如，她会在衣服两边的口袋里各装上
一些糖果，在跟孩子做游戏时，装成无意从口袋里把糖果摸出来，让
大家数一数。她会把颜色漂亮的卡通数字分别贴在小朋友的衣服
上，让他们各自去找组合起来可以得几的数字，孩子们说说笑笑中就
完成了“结对子”。有一次，我去幼儿园开家长会，老师正带孩子玩数
字游戏，只见她手里拿着几粒颜色鲜艳的纽扣，先告诉小朋友纽扣的
总数，然后在左手放两粒，让大家猜猜右手剩下了几粒？这样很容易
让小孩子的思维在游戏中得到锻炼。

如今，女儿升入小学不到一年，她做数学题又准又快，几乎不用
我辅导，我觉得这一切和她小时候玩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其实，不
止可以通过游戏来引导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其他知识也一样。游
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基本的活动方式，想让孩子对学习有兴趣，
家长首先要有耐心跟孩子做游戏。

调查发现，中小学生最不满意父母的十二种行为中，

“限制我交朋友”占21%，排在第四位。特别是对中学生

而言，“限制我交朋友”是他们对父母的三大不满之一。

■ 戈新强

安徽省合肥市五十中学是一所优
质初中，集团化办学、规模很大，集团
现有 170 多个教学班，在全省具有影
响力。

作为这所中学的一名班主任，我鼓
励自己的学生广交朋友。从去年 4 月
起，我班学生与合肥市庐江县矾山天桥
初级中学50名八年级学生结成书信好
友，这50名学生来自2020级两个班，有
品学兼优生、中等生、后进生和家庭贫
困生。至今，两所学校的学生已进行了
多次交流，先后开展了“见字如面，传播
党史知识活动”“见字如面，传播心理防
护知识活动”“见字如面，传播防溺水知
识活动”“见字如面，传播预防春季传染
病知识活动”等。

交流效果怎样？我请名班主任工
作室成员、天桥中学班主任高艳晴老师
对该校的50名学生做了“天桥初级中学
与合肥市五十中学学生书信往来问卷
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孩子们对书信意义
的认识高度一致，认为给他们带来人与
人沟通的另一个途径，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让情感的表达显得更加真诚。同
时，也培养了文字表达能力。其中，有
46人希望与笔友见面，这说明书信已经

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让孩子们希望
见到信件背后那张真挚的面孔！“见字
如面”，见到了字，更想见一见面。在信
息化时代，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挂在
网上，却又没有给孩子提供沟通的另一
种途径，而书信这种古老的沟通方式，
能拉近孩子们之间的距离，给予他们精
神上的寄托。

对于“书信交流给你带来哪方面的
好处”，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写信对写
字、作文和释放情绪方面都有很大的帮
助。其中，有31个乡村孩子认为写信有
利于释放情绪；有半数以上的人表示，
遇到烦恼会向书信好友倾诉，能得到一
番劝解，得到一点安慰。的确，从心理
学角度来看，孩子的情绪必须有一个宣
泄的通道，这个通道就包括倾诉。孩子
们直抒胸臆，得到同龄人的理解，内心
能渐渐趋于平静，益于身心健康，也平
添了前行的勇气。

后来，我又制作了问卷调查表，请
自己班上的同学填写，之后将两地
100 名学生填写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针对“希望书信好友间多交
流学习、心理健康、日常生活、情感以
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城乡孩子的回答
差距比较大，超出三倍的山村孩子希
望交流“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这或
许是因为山村学校缺少心理老师，孩

子们遇到心理上的困惑，求师无门、释
放情绪的通道太少的缘故吧。相比之
下，省城孩子的心理疏导较好。我们
从中也可以看出，写信对疏导孩子们
的情绪有好处，对乡村的孩子好处更
大。

为什么山村的孩子更希望与省城
孩子多进行“情感交流”？这一点，我从
高艳晴老师的介绍中找到了答案——

“乡村初中学生多为留守儿童，父母外
出务工，学习生活多为老人照顾，多数
学生缺少父母的关心、关爱，父母对学
生学习重视度不高，平时沟通交流欠
缺，父爱母爱的缺失对有些孩子的心理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之缺乏安全感、
自信心等。”因为平时少与父母交流，甚
至没有交流，才导致了孩子们对情感需
求更为强烈。

如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我想，
要引导孩子们多写这方面的内容，告诉
山村的孩子，要主动与在外地务工的父
母联系，要主动表达对父母的情感。可
以采取书信的形式，将情感凝固在纸
上。让父母在打工的间隙，展读书信，
慰藉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告诉我们城
市的孩子也要给予山村笔友关心，嘘寒
问暖，关心对方的学习、生活，还可以给
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

我进一步了解山村的孩子的家庭

情况发现，他们的父亲外出务工的占
78%，其中省外务工的占 64%。他们的
母亲外出务工的占43.5%，其中在省外
务工的占 32.6%。父母都不在身边的
占44%。

这44%父母都不在身边的同学，他
们的生活由谁来照顾？高艳晴老师介
绍，有些家长并不是不愿意陪伴，而是
迫于经济压力不得已割舍亲情，在孩子
很小的时候将他们留给老家的老人
带。有一些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
会与在外地的亲人打视频电话。因此，
那些留守儿童一年半载见不到父母是
很正常的事。即使过春节，在一起待上
几天，就又匆匆离别。这些孩子的家庭
教育就依靠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了寄宿制学校。
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候还能学习一点东
西，而周末或假期回到家里，就由一部
手机陪伴，他们的学习习惯、学习成绩
又回到了从前。

从这个角度看，留守儿童，不仅需
要老师、家长的关心，也需要来自同伴
的关心和影响，尤其是来自省会城市的
孩子们的关心与积极影响。

“见字如面”，让孩子们为彼此亮起
一盏希望的灯！

（作者系合肥市戈新强名班主任工
作室主持人）

■ 陈若葵

一辈子顺风顺水是父母期盼孩子
拥有的理想生活状态，然而，人生不如
意十之八九。从幼年到晚年，每个人都
可能遭遇数不清的挫折、坎坷和磨难，
小到一次考试失误、被老师批评、被上
司冤枉，大到家庭变故、失业破产、毁灭
性的灾难以及不可抗拒的遭遇等，我们
无法也不可能为孩子铺平一生的道
路。当他们面对如此境遇，其态度和行
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他们的
心理素质，即复原力是否强大。正因如
此，复原力也愈加成为家长关注的教育
话题。

复原力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复原力，即心理弹性、心理韧性，指
个体面对逆境、失败、创伤、悲剧、威胁、
重大压力或其他不利因素，以及某些无
法抗拒的灾难时，能够较快适应、重新
振作起来的能力。复原力强的孩子，承
受负面情绪的能力更强，他们思维方式
积极，能直面困难和挫折，也更愿意主
动迎接挑战，通过实际行动改善现状。
相反，复原力差的孩子则容易丧失希
望，一蹶不振，甚至精神崩溃，其人生发
展也会受限。

研究发现，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
护因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复原力。前者
指个体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质，能调节
或缓和危机带来的影响，比如，遗传因
素中的性格特点、乐观程度、积极性倾
向、行动力等。后者指个体所处的环境
具有能够促进个体成功调适，并改善危
机带来影响的因子。对儿童青少年而
言，包括温暖的亲子关系，家庭的支持
性与凝聚力，如给予孩子稳定的、持续
的爱与支持，或者即便父母离异，家庭
中祖父母也能为孩子提供温暖有爱、稳
定的生活等；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如
在学校的成功或快乐的积极体验，与老
师同学的良好关系；另外，还有社会支
持、社区的资源和支持等。这些都将促
进孩子复原力的发展。

将复原力养成融于日常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悲观者在
每个机会中都看到困难，乐观者则在每
个困难中都看到机会。”毫无疑问，复原
力强的孩子更能在充满未知与挑战的
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近年来不
断有新闻报道学生轻生事件，令人触目
惊心。那么，在家庭教育中，我们该如
何培养孩子的复原力？

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心理更有
弹性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面临来自学

业、家庭、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容
易产生伤心、失望、生气等不良情绪。
面对这种状况，有安全感的孩子，心理
弹性会更强，更容易从中“复原”。

研究发现，安全感最初来源于孩子
至少与一位家人保持长久的、安全的、
积极的依恋关系。因此，父母中至少有
一人要和孩子有足够的日常互动，对孩
子的各种情绪和行为作出积极的回应，
让他感到自己并不孤单，相信自己一直
是被关注、被爱、被支持的。这种亲密
的关系可以增强孩子内心的韧性。培
养复原力的唯一定法、对孩子最有效的
帮助，就是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接纳负面情绪、恰当排解

当孩子倾吐心中的郁闷时，父母要
能陪伴在孩子身边，静静地听他把内心
的不快表达甚至宣泄出来，接纳、尊重、
理解孩子的负面情绪，与之共情，积极
回应他：“爸爸妈妈知道你很委屈、很气
愤，你是无辜的，如果你想哭，就痛快地
哭出来吧！”引导孩子把心中的不良情
绪充分释放出来，等他内心平静下来，
再一起商讨应对策略。

教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排解情绪，告
诉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和家人聊聊，
找好朋友说说，如果实在不愿意讲出
来，就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比如，跑
步、打球、跳舞、唱歌、听音乐，把自己当
时的感受写下来，想一些开心的事，也
可以捶捶枕头、摔发泄球……让孩子明
白，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爸爸
妈妈希望他能在第一时间以不伤害自
己和他人的方式，给自己的负面情绪找
个出口，释放压力，放松身心。如果孩
子每一次表达情绪都能得到父母的接

纳、理解和支持，就容易学会正确处理
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并
从不良情绪中“复原”。

以成长型思维面对错误和失败

孩子在同伴交往中遇到困难，在学
习上遇到挫折，或者做错了事情，一些
家长恨铁不成钢，冷嘲热讽，怀疑打压
甚至全盘否定，给孩子贴上“懒”“笨”

“胆小”“内向”“不是学习的料”等标签，
这种做法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感受、想
法，同时主观地给予孩子一种持久性、
固定性的评价，让孩子看不到希望，进
而从根本上否定自己，成长的潜能被限
制了。

提升孩子的复原力，需要帮孩子建
立成长型思维，把眼前的困难看成是暂
时的，只要积极调整就会有改观。比
如，孩子数学成绩差，父母可以说：“你
只是没有理解这部分内容，这并不代表
你永远学不好数学。我们可以花一些
时间补习相关基础知识，摸索出适合自
己的学习方法，过段时间，你肯定会有
明显的进步。”又如，孩子做某件事受
挫，父母可以告诉他，“你只是还不知道
怎么做、不擅长做，做多了就好了”“你
总是很努力地学很多东西，只是，这些
内容你现在还没掌握”……

这是一种积极的解释方式，更在乎
孩子努力的过程，看重其学习和发展，
能给孩子鼓励与情感上的支持，让孩子
相信有问题并不可怕，正确地看待失
败，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而提
高。父母包容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能
使孩子在面对挫折时很快调整好心态，
更有勇气和信心跨越眼前的障碍，获得
成长，从而养成成长型心智。

亲力亲为让孩子善思、自信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对生活有一种掌控感，他就容易走出困
境。这就需要家长尽早放手，让孩子从
小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平时多给他
独立做事、思考、做决定、解决问题的机
会，适当让孩子吃点苦、受点委屈、承担
后果。同时，引导孩子学习接受改变，
尤其是对那些无法挽回的事情，不惧怕
重来，将每个危机都视为挑战自己潜
能、激励自己学习的机会，重新规划目
标，并身体力行，那么孩子的潜能就可
能被激发出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孩
子自然会建立起稳固的自信，内心真正
强大起来。

换个视角看自己、看困境，尽量往
好处想，也是建构复原力的重要一
环。当孩子将焦点从自己的不完美和
困难上移开，聚焦自己的长处和困难
中蕴含的有利因素，习惯于“找好处”，
他就会有了克服难题的动力。因此，
家长首先不把孩子遇到的大大小小的
危机看成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是认真
分析当下棘手的事件，和孩子一起找
出能够带来转机的因素，乐观地展望
未来，期待好事发生。父母乐观的心
境和积极的尝试，有助于孩子找到解
决当下难题的突破口，逐渐从逆境中
跋涉出来。

复原力决定了一个人在遇到挫折和
打击时的恢复能力和恢复速度，是孩子长
大以后面对社会竞争的软实力。巴顿将
军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
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
弹力。”培养孩子的复原力，是为人父母的
远见，也是给孩子的一笔宝贵人生财富。

在信息化时代，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挂在网上，却又没有给孩子提供沟通的另一种途

径，而书信这种古老的沟通方式，能拉近彼此的距离，给予精神上的寄托

我做妈妈妈妈

良
好
的
亲
子
关
系
有
利
于
培
养
孩
子
的
复
原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