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父母，避免踩三个坑

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爱孩子，，，，，，，，，，，，，，，，，，，，，，，，，，，，，，，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越要后退一步

■ 高琳

如果你问100个家长，想不想成为
一个“好家长”，估计都会说“想”。但如
果你再问，如何定义一个“好家长”？估
计100个人有100个答案。

家长孙空空质疑“香港游学”
引热议

最近网红博主孙空空的发声引起众
多关注。孙空空的女儿9岁，在一家私
立寄宿制学校上学，学费一年8万元。
不久前学校在家长群发了《致家长的一
封信》，总结起来就两字：交钱。原来学
校要组织一次为期5天的香港游学，也
就是所谓的研学。首先，研学的主题叫

“学生领袖素质训练课程”。内容包括香
港领袖素质课程、香港人文素质课程、香
港科技课程。什么科目都加了“香港”，
至于学什么、谁来教，一概不知。其中说
得最清楚的，就是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玩。但是一算就知道，香港迪士尼乐园
儿童票320港币，5天4夜游也只需要
3000多元，而家长要交将近6000元。

其次，这个活动的本质，是强制参
加。游学活动的参与对象是3、4年级
的全体学生。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学生
不参加这次活动，在学校里是没人给他
们上课的。谁来照顾那些不去活动的
孩子呢？耽误的学业，又该怎么办呢？
信上都没告知。所以孙空空说，这哪里
是信，就是一封缴费通知。

另外，这封信还有不少“霸王条
款”。比如协议中提到甲方（学生和监
护人）需要承担多项义务，其中有的段
落翻译过来就是一句话：孩子在这个过
程中丢了，跟学校和举办公司无关，甚

至家长还可能要赔偿因此带给对方的
损失。这只是最奇葩的几条，剩下的还
有什么不准学生带手机去，家长没法和
孩子进行及时交流；封信里有四个收款
码，其中两个是个人收款码……诸如此
类的问题，孙空空一共列举了12条，希
望学校给个答复。在他拍摄视频的时
候，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这件事让很多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还不是学校的态度，而是某些家长的反
应。在孙空空给学校写信之前，他先在
家长群里发出了质疑，但几乎没有家长
发声。倒是两位家委会成员家长“勇
敢”地站出来表示：他们对学校的这次
活动没有疑虑。一位家长让孙空空有
问题找老师私聊，不要“扰乱群秩序”。
另一位家长发了一大串文字，看似是在
劝慰孙空空。

家长和学校有利益冲突，互相沟通、
解决问题很正常。家委会是什么？就是
家长和老师、学校沟通的桥梁。但这些
家长的做派，感觉只是在帮学校说话。

说实话，这也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很
奇怪的现象。很多家长，无论社会地
位、认知水平多高，在面对学校、老师的
时候，往往都会进入两种状态：一类像
家委会的那两位家长，对于学校、老师
全力拥护，把“顾全大局”挂在嘴边。另
一种就像剩下的家长，沉默不语，仿佛
把头埋在土里，就可以让事情过去。这
两种状态有一点很相同：对于自己的合
法利益不敢争、不敢讲。

拼命做“好家长”，父母最深的
恐惧

如今，担心自己不是好爸爸、好妈
妈，是每个父母最深层的恐惧。可是养

孩子不像买衣服，效果好不好，穿身上
马上就能看出来。教育至少得把孩子
培养到成年，才能有个大概的答案。而
且最扎心的是，就算是公式对了，所有
的数也都对了，答案也不一定对，因为
还有运气的成分。

每个家长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把
自己能给的都给了，能做的都做了，期待
有个好结果——价格被炒上天的学区
房，咬牙买了；花样繁多的课外实验班，
努力报了；学校要收取的各种费用，闭眼
交了……嘴上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孩
子”，而内心里是，这么做才不会后悔。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沉默不语的
家长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谁想因
为和学校发生冲突，导致孩子被穿小鞋
呢？有些委屈，忍忍就过去，还是算了
吧……

我儿子现在18岁，作为一个妈妈，
这种担心“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的自
我怀疑，伴随了我18年，时好时坏，时
有时无，但从未消失。即便是现在，他
早就远走高飞上大学了，我也已经无法
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了，我还会为过去没
做好什么而后悔。

我时常想，要是当初帮他补补数
学，是不是现在他就不会那么不喜欢数
学？当初他想要放弃游泳队时，我是不
是应该坚持而不是随了他？所有这些
无意义的反刍都是为了在心里反复验
证，“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以
为就只有当妈的是这样，但我发现，我
老公也有类似的焦虑。

最近他在和儿子每周一次的视频
通话中，就问儿子：“有什么是你希望爸
爸妈妈早一点教会你的？”儿子说：“时
间管理，还有更有条理性吧，这些应该
在我还没有自我意识之前就灌输给

我……”的确，上了大学之后，儿子突
然发现没有老师、家长的监督，他很
多作业都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
做。懒得打扫，宿舍里也是乱成了猪
圈……这些让当爸爸的陷入了深深
的自我怀疑。

令人欣慰的是，儿子安慰他爸
说：“你当然是个好爸爸，因为你总是
陪我一起玩。”

我老公的教育观：允许孩子做自
己。在我们做父母的眼中，如果我们没
有竭尽全力让孩子上好大学、没有找到
好工作，自己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母；
但是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说，父母
能够多陪陪他们，能够允许他们做自
己，就是“好”的父母。

所以说到底，评价我们是不是一
个好父母，来自三个层面：孩子的评
价、自我的评价、他人的评价。而对这
件事最有发言权的是孩子，其次是自
己，最后才是别人。但在现实中，我们
经常把这个顺序搞反了，搞成了他人
评价>自我评价>孩子评价。而当我们
一旦活在他人的眼光中，活在自己的
恐惧之中，就把割韭菜的菜刀亲手递
给了别人。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艺术品，值得父
母用爱来雕刻。做父母最难的一点就在
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影
响到孩子的未来。然而却没有正确答案
让我们照抄，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父母都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做好
每一个选择，从选学校到选课外班。但
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个
选择，到底是为了孩子好，还是为了缓解
自己的焦虑？”如果是后者，也许需要改
变和成长的并不是孩子，而是父母。毕
竟，孩子是照片，父母才是底片。

■ 胡杨

最近看著名心理学家贺岭峰博士提
醒天下父母——养育孩子要避开三个
坑，他讲述了自己女儿成长中，最让他遗
憾的三件事儿。

第一、3岁前一定要自己带孩子，这
是建立亲子关系的关键期，一旦错过无
法弥补。

“如果重新来过，我一定不会让孩子
离开我。”女儿小的时候，贺岭峰老师夫

妇事业正值上升期，于是女儿就交给岳
父母带了，直到6岁上小学前才回到他们
身边。

“很多年轻父母觉得孩子小，可以交
给老人带，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孩子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不能因为
她不会说话，不会表达，不会做选择，就
忽视她的存在。很多父母会说，自己不
得已，自己不容易，所以跟孩子分开是无
奈之举，但有时也许只是父母的托词。
有的父母，把孩子放在老家，夫妻俩在外
地打工，一年才跟孩子见一二次面，错过
了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孩子见到父母
时，像陌生人一样。也有的父母每周一、
二、三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家，四、五、六
把孩子放在外公外婆家，仅有周日一天
放在自己家。说起来理由是工作忙，其
实，更多的是不想自己带娃，乐得清净。”

然而，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很
多父母跟孩子分别几年后，再把孩子接
到身边，但怎么对孩子好，孩子也不接纳
他们，无论再怎样弥补，也难以弥补孩子
心中的伤痕。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建立
亲子关系的关键时期。

贺老师提醒到：无论是父母采取对
自己事业发展重新做出选择和评估，还
是其中一方更换工作得以照顾孩子，父
母都要把孩子作为家庭的一位重要成
员，在家庭未来规划中，把孩子充分考虑
进去。总之，请不要轻易把孩子交给其

他抚养人来抚养。
有话照说：“三岁看老”，此话不虚。

科学研究发现，从出生到3岁是儿童成长
发展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大脑飞速发育
成熟的阶段。3岁以前更是一个人安全
感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此时如果孩子得
到充足的心理营养，就能够获得足够维
系一生的安全感。笔者现在回想起来，
最美好的日子莫过于孩子3岁左右，睡前
读书的那些母子小时光。

有言道：恰是那些不重要的时刻，让
我们靠近了生活，懂得了幸福的真谛。

第二、不要盲目追求好学校，择校时
要遵循孩子的发展特点。

孩子3岁时，贺老师从珠海来到上海
发展，他当时的考虑是——上海的教育
资源比广东好，升学压力小一些，上大学
的机会多一些。来到上海之后，他忙于
建立各种关系，希望女儿能择一个好学
校。后来孩子如愿在区里最好的小学就
读，此时贺老师才意识到，他的“为了孩
子好”并不是从遵循孩子的发展特点来
考虑的，而是为了自己的脸上有光。因
为最好的学校，不一定是最适合你孩子
的学校。

贺老师说他女儿是8月出生的，所以
在班级是最小的，当时其社会成熟程度、
跟老师的沟通能力、与同学相处的能力
似乎都比同龄孩子差一些。既然想让孩
子进入最好的小学，家长就要先着手让

孩子具备进入最好的学校所需要的各项
准备。贺老师忽略了这一点，而偏偏他
的女儿又碰到了成就欲特别高、要求特
别严格的班主任。于是孩子一上学就遭
受了各种挫败和歧视。

有话照说：每个家长在择校时都有
自己的考虑。大多数家长会瞄准教学资
源优质的“好学校”，但是笔者当初更看
重的是“离家近，孩子每天可以多睡一会
儿”。有数据显示，如今我国近八成中小
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

笔者非常认同著名心理学家黄仕明
的这句话：“真正厉害的父母，都很懂得

‘反内卷’。”
第三、不要轻信老师“都是对的”。
贺老师经历的第三个令他遗憾的事

就是，他曾坚定地认为“学校老师都是对
的”，一旦出问题，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或
者家长哪里做得不够好，老师会一视同
仁。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后，即使
孩子辩驳，父母也往往会听不进去，固执
地认为孩子在狡辩——简单的题目总是
错，上课不专注，作业不够认真等，把所
有的“不好”苗头都指向孩子。

孩子放学回家，把学校发生的事情
跟家长说说，孩子发现自己说了之后，家
长不能公正、客观地看待，而是话里话外
都跟老师是一伙儿的，那么，孩子自此也
就不想也不愿再跟父母说什么了。

贺老师说，直到他女儿上初中，他才

得知孩子小学三年级前，遭受过老师的
体罚和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在此之前他
听信的都是老师的一面之词。从那之
后，贺老师就在心中坚定了一个想法：此
生要跟孩子站在一起，家是孩子最稳固
的心灵港湾。

有话照说：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儿子初二时有天洗澡，我发现他胳膊上
有淤青伤痕，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数
学老师捏的，当时他眼眶一红。数学老
师我也是认识的，他总说：“这孩子聪明，
就是不怎么好好学。他是我们班里的淡
定哥，他考多少分、别人考多少分，好像
都跟他没关系。”话说那天我也是不够冷
静，本来想跟数学老师单独聊聊这事，结
果不巧将信息错发到了家长QQ群里。

班主任老师后来给出的结论是，数
学老师没有对孩子做什么。显然，我不
信“孩子说谎”。也当然，我的莽撞让孩
子后来很难面对数学老师，以至于后来
高中换了学校。但是我觉得多年后，他
一定可以理解“当妈的心情”。那一刻，
我是与他站在一起的。

如果一个孩子无法在父母这里建立
好的安全感，那么，这个社会又有谁能给
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呢？贺老师说，当
这个世界不能对孩子温柔以待的时候，
至少作为父母的我们可以温柔以待，让
孩子觉得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家永远
是安全的港湾，父母始终跟他在一起！

编者按

“鸡娃的红利，最多
只能吃几年，而鸡娃的
隐患，却足以毁掉孩子
的一生。”年轻父母们的
焦虑心态，总能让人联
想到著名的剧场效应：
“在电影院里面，大家都
是坐着看电影。突然有
一个人站了起来，直接
把周围观众的视线全都
挡住了，导致了后面的
观众没有办法，只能够
站起来，慢慢地，站起来
的人越来越多。”教育内
卷也是如此。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
子落后于人，跟风似的
让孩子“超前学”“过度
学”“比着学”。可是这
一 切 真 的 对 孩 子 好
吗？人生是一场马拉
松，拼的不是孩子的爆
发力，而是孩子的耐力
和持久力。

不要将一切责任都
推给“大环境”，我们每
个人都是环境的缔造
者。当孩子感受到学校
卷、社会卷，我们做父
母的就要为孩子撑起
一片“不卷的天空”。
这样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才能不断发现自己
天生的独一无二的不
同特质，而不是以学习
成绩决定的单一的身
份认同，连接到身份的
不同面相，就像钻石的
不同面相，每一面都折
射出不同的光。

其实，能够在成长
过程中多陪陪孩子，能
够允许他们做自己，就
是“好”的父母。有时
我们越是想要让孩子
赢，越是要克服焦虑，
保持平常心。越爱孩
子，越要后退一步。不
要做“直升机父母”，一
直盘旋在孩子的天空，
挡住他们的视线甚至是
未来。

父母稳得住心，孩
子才能稳得住人生。愿
我们都能在内卷的
大浪潮下保持清
醒，把眼光放得
长远些，养
出真正独立
且内心充
盈的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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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长”什么样，最有发言权的是孩子

■ 多佳

《别等孩子长大了
才后悔，你现在做得太
多》一书中说，妈妈们的
育儿焦虑大都来自追求
完美——想做最好的妈
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养育出最出色的孩子。
书中“你现在能给孩子
的，就是最好的”“无条
件地接纳孩子，有原则
地管教孩子”“为爱做减
法”等理念，让人耳目一
新，也让我们进一步思
考：如何才能成为一个
有原则、会示弱、能放
手、不强求的好妈妈。

如今一代女性，做
妈妈都是铆足劲儿要当

“100 分妈妈”，甚至恨
不得要做“120 分”的那
种。然而我们是否想
过，过多的爱可能带给
孩子最大的伤害。

在爱的名义下，我
们很容易成为盘旋在
孩 子 头 上 的“ 直 升 机
父 母 ”。 妈 妈 们 总 是
自责对孩子的付出不
够，带着这份执念，不
停 地 给 给 给 、做 做
做 。 无 形 中 ，我 们 也
希 望 孩 子 以 100 分 的
成绩回报这份爱。正
因 为 这 份 执 念 ，我 们
不能容忍自己做得不
完 美 ，无 法 接 纳 自 己

“做不到”，难以承受
孩 子 受 到 一 点 委 屈 、
出 现 一 点 偏 差 ；也 正
因 为 有 这 份 执 念 ，我
们也不能接受孩子不
优 秀 ，很 难 面 对 孩 子
表现差，不愿意承认孩
子的缺点……

父母的“不能容忍”“无法接纳”
“不愿承认”，在潜意识里形成一种自
我排斥。而这还会直接导致孩子的自
我怀疑，使其难以建立健全而自由的
内在。说到底，这份执念来自妈妈对
自我的不接纳、对孩子的不宽容。

一个真正接纳了自己的人，才会
对生活和万物充满感恩，才有勇气去
承担责任。他们不会把自己没有实现
的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当然，也不会
在孩子表现得不如别人的时候，带入
自己的情绪，而产生深深的挫败感与
羞愧感。

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理念：“越爱孩
子，越要后退一步。”后退一步，才能分
得清、看得明，才能分辨孩子真正需要
的是什么；后退一步，才能更清醒、更
客观地看待孩子，才能有勇气让孩子
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我们理想中
的完美孩子。

评价我们是不是一

个好父母，来自三个层

面：孩子的评价、自我的

评价、他人的评价。而对

这件事最有发言权的是

孩子，其次是自己，最后

才是别人。但现实中，我

们经常把这个顺序搞反

了，搞成了他人评价>自

我评价>孩子评价。而当

我们一旦活在他人的眼

光中，活在自己的恐惧之

中，就把割韭菜的菜刀亲

手递给了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