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若葵

电影《天伦之旅》的男主人公、退休工人弗
兰克对四个子女寄予厚望，他也一直为他们的
出类拔萃而骄傲。但是，妻子去世后的寻亲之
旅，让他目睹了子女们隐藏多年的真相，他们生
活中的苦楚都不曾和自己倾诉：大女儿艾米是
公司CEO，丈夫出轨婚姻破裂却在父亲面前假
装和睦；大儿子罗伯特是个鼓手，为了不让父亲
失望谎称要去欧洲演出；小女儿罗丝是个从事
舞蹈工作的单亲妈妈；而小儿子大卫因过量吸
毒致死……这个异国故事中的亲子关系，看过
后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如今，远离父母、只身在大城市打拼的
年轻人比比皆是，其中不少人会将自己的快
乐、成绩和荣耀与父母分享，甚至粉饰自己
的现状，而将所经历的孤独、悲伤、艰辛、挫
折和失败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守口如瓶。
报喜不报忧，这番操作模式，与弗兰克的子
女如出一辙。

然而，这或许并非出自孩子们的本意。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8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5.7%的受访者觉
得报喜不报忧会增加自己的压力，45.8%的受访
者认为这样做可能会让对方失去知情和参与的
机会。

不难看出，在孩子的报喜不报忧中，不排除
亲子之间的无奈、疏远和不信任，这与孩子的成
长环境和父母的教养方式不无关系。

孩子为何对父母有所隐瞒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的共同愿
望，正如电影《天伦之旅》中，弗兰克对孩子们的
要求有具体的“硬指标”：大女儿成绩必须第一；
小女儿必须成为优秀的舞蹈家；大儿子要成为
伟大的指挥家；小儿子要做画家。他固执地认
为孩子应该按他的方式成长，变得优秀而完美，
却从未在意过孩子们是否真的热爱，是否在能
力上有所不足。

据媒体报道，南京一所中学黄老师的女儿
成绩优异，能歌善舞，爱好广泛，从小到大都是
人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她却在留学
一年后，在异国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她在给妈妈的遗书中写道：“我真的太太太
累了……”，并坦言自己受抑郁症之扰长达8年，
痛苦不堪。但她此前对父母只字未提，黄老师
自责对女儿的关心过于物质化了，竟没有发现
女儿长期以来所经受的精神痛苦，没有给予女
儿理解、安慰和帮助！其实，以爱之名让孩子不
堪重负，正是中国不少家长的问题所在。

殊不知，在父母期望值高、要求严苛的家庭
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而当孩
子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企及父母设定的人生目
标时，长期的失败体验会导致孩子难以在内心建
立起自尊和自信，当遭遇困境，会习惯地认为“我
不够好”“我不行”，并伴有羞耻感，加之平时很少
得到父母的肯定与表扬，致使他们没能从父母那
里得到报忧的勇气，还有可能因为自卑而破罐破
摔。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孩子通常选择疏远父
母、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甚至走极端。

父母忽视孩子、不接纳其负面情绪，也容易
使他们报喜不报忧。比如，当他们向父母倾诉
自己的烦恼时，父母的敷衍、不耐烦、批评、指
责、讽刺，或者自说自话、一味地要求孩子坚强
而忽略其真实感受和想法，孩子感觉不到被理
解、被关注、被帮助、被爱，内心缺乏安全感，也
就不愿意或不敢说出心里话、宣泄负面情绪。

还有的父母对孩子控制欲很强，与孩子，尤
其是青春期孩子之间的界限不清晰，喜欢事事
替他们做决定，插手他们的大事小事，不给孩子
独立空间。父母的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帮忙，实
际上是添乱。为了保住自我的一片小天地，孩
子也往往报喜不报忧。

父母怎样做，孩子才愿意实话实说

接纳孩子 与之共情
良好的家庭教育始于良好的亲子关系，其

基础是父母对孩子的理解、尊重、倾听和无条件
地接纳。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说：“对孩子们
只是爱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去爱，爱
他们的本身，而不是爱他们做的事。”而“爱他们
本身”，就是接纳孩子的所有，要求父母既能看

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接受其精彩的一面，不吝
啬赞许和肯定，鼓励孩子张扬自身的美好；也能
接受孩子的平凡，正视孩子的特点包括缺点，坦
然面对他们身上有遗憾和不完美存在。

无条件地接纳，也包括父母接纳孩子的情
绪，正向的和负向的，在他们成长中扮演忠实听
众的角色，心甘情愿地做接受孩子负面情绪的

“垃圾桶”；共情他们的感受，拉近和孩子之间的
心理距离，并扮演好帮手、好引导者的角色，协
助孩子解决烦恼。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有报忧
的底气，愿意与父母分享他的喜怒哀乐。

这其实考验的是父母的心理状态，父母首
先应有足够的承受不完美的底气，接受孩子真
实的样子和真实的需求，不患得患失，不会将自
己的需求投射到孩子的身上，逼着孩子去实现
父母未能实现的梦想。

给孩子安全感
作家周国平说，我们之所以对亲近的人发

脾气，是因为他们让我们感觉到安全。
如果父母能保持平常心，降低对孩子不切

实际的高要求，有足够的承受不完美的底气，
接受孩子真实的样子和真实的需求，不患得患
失，不会将自己的需求投射到孩子的身上，逼
着孩子去实现父母未能实现的梦想，一如既往
地给予孩子理解、鼓励和支持，激励他们力所
能及地做最好的自己，那么，孩子内心就能有
足够的安全感。亲子之间的信任度会因此越
来越高，孩子的内心也会日渐强大。如此，他
们就能够放松地在父母面前敞开心扉。

引导孩子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对父母来说，让孩子毫无心理负担地报忧，

接纳孩子是第一步；其次，引领孩子认清他们自
身的局限，也看到自身的优势，坦然面对不完美
的自己，接纳自己。父母可以借一些名人故事或
人物传记开导孩子，使其明白不完美是人生常
态，经历失败也是人生常态的道理；适当为他们
设置一些困难，让孩子经历一些挫折、吃点苦，明
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并逐渐走出低谷。这样，他
们就能在失败、委屈、焦虑、悲伤中看到希望，而不
容易把自己的“走麦城”看成是羞于启齿的事。

尝试非暴力沟通
孩子做错事或成绩下滑，父母的批评、指责辱

骂会伤害其自尊心，也更容易激怒他们，不仅达
不到教育的效果，反而会加深亲子隔阂，导致孩
子不仅不报忧，还可能连喜也不报了。毋庸置
疑，亲子沟通，只有在非暴力的状态下才会有
效。在任何情境中，都需要父母与孩子平起平坐
地交流，不批评、不指责，代之以推心置腹、循循善
诱。伴随着父母与孩子沟通次数的增加，孩子会
逐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愿意说出心里话。

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接纳，被看见，被
关注，孩子也不例外。如果当他们真实地表达

“不足够好的自己”时确信“父母能接受我本来
的样子，允许我做自己，给予我精神上的慰藉”，
他们自然会报喜也报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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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学习特别被动、马虎、
拖拉，比如说每天放学回家，把书包
一扔，就先吃喝，再躺着发呆，如果不
催促，他就一直不做作业，即使大人
一再催促，他也是写一会儿就抠橡
皮、玩尺子、上厕所……总之是磨蹭，
不专心，应付了事。他喜欢玩游戏，
想尽办法找机会要手机玩，搞得学
习、写作业就像给我们写似的，我们
也奖励他，买好吃的，承诺带他旅游，
但只是短期有效，时间长了就不管用
了。也惩罚过他，比如吼他、让他干
活、缩短娱乐时间等，都不见效，这可
如何是好？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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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家庭教育高级指导

师，心理咨询师，三宽教育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特聘教师，著有《教养孩子的 21

个怎么办》等书，参与编著《家校共

育服务指导师培训手册》《三宽家长

教程》等。

A:
笑笑，你好！

马虎、拖拉、学习被动，是不少孩
子的通病，令不少家长头疼。

“学会学习”是进入知识大门的入
场券，“自主高效学习”则是在知识殿
堂里翱翔的翅膀。如何引导孩子切切
实实地意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学知
识让自己受益，从“学会”到“会学”，从

“要我学”到“我要学”，进而高效学习，
考验的是家长的智慧，也是检验亲子
关系的关键点。

学习是一个输入输出的过程，即用
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大脑思考，用嘴复
述，用手书写。眼、耳、手、脑并用，认
真、专注，孩子才能进入真正学习的状
态。引导孩子自主高效学习，父母应该
怎么做？

关于写作业

造成孩子放学回家后吃喝、发呆这种状况，主
要是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家长，你们需
要给孩子立规矩，比如，回家后可以放松二十分钟
或半个小时就开始学习，完成作业后才可以玩，且
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做出明确规定。

孩子边写作业边玩，是学习不专注的表现。
家长除了平时有意识地训练孩子注意力集中以
外，也要给孩子创设一些外部条件。

孩子在家自主高效学习，要有一个合适的环
境，即独立的学习空间。可以是一个房间，至少是
一个书桌，桌上不放置影响学习的物品，只放书
本、纸笔即可。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尽量不发出
噪声。要有仪式感，孩子学习之前，家长提醒他先
去卫生间，然后专心做功课。

帮孩子做好情绪管理。孩子在学习时遇到难
题，家长可以告诉孩子或和孩子一起解决，不批评不
指责，让孩子感觉自己是被父母接纳和爱着的。也
让孩子知道，不必在一道题上耗费太多时间，否则会
影响情绪。先做其他题目，最后再回头做那些难题。

让孩子自己做主。把学习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交给孩子，可以问问孩子打算怎么完成作业，先做
什么后做什么？用多长时间做完？中间要不要休
息？是否需要爸爸妈妈准备什么？每做完一项就
打一个钩，表明孩子实现了一个小目标。孩子有
了主动权，他才会主动承担学习的责任。

尊重并信任孩子。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
不要借口给孩子送水果等偷看孩子是不是在玩，
这种做法会让孩子感到自己和父母之间没有信
任，会妨碍孩子的自主高效学习。

关于学习方法

你的孩子对学习没有热情，可能是孩子对所学
的内容一知半解，做作业不顺畅造成的。对此，你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引导孩子实现高效学习。

第一，分清主次。以课本上的知识为主，课外
知识其次。告诉孩子，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和课
后布置的作业是学习最主要的部分。上课认真听
讲，高质量完成作业，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第二，趁热打铁。记忆的规律是先快后慢，孩子
听老师上课讲完新知识点，家长要督促孩子及时复习
巩固，有疑问立刻解决。一个知识点，让孩子3天后
看一次，7天后再看一次，10天后还要复习一次。

第三，先知先觉。督促孩子做好预习，按照课
表提前把第二天的课程内容看一遍，把不理解的
内容记下来，第二天上课时特别注意听这部分内
容，提升学习效率。

第四，找到动力。父母要启发孩子找到促使
自己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比如考上理想的大学，
鼓励孩子一定要有绝不放弃的决心，有了努力的
方向，孩子学习也会更专注。

想让孩子自主高效学习，家长要明确孩子是
学习的主角，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既包括
干净明亮的物理环境，也包括温馨和谐的人文环
境。同时，家长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教给孩子
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环境加上好方法，孩子必定能
够自主高效地学习。

错位的教养方式导致孩子报喜不报忧

我做妈妈妈妈

每个孩子都找到属于自己舒服的位置，这才是真正的自洽

■ 杰西卡

女儿小D进入小学后，我就特别清楚地认
识到，她绝对不是老师眼里乖巧的孩子。她成
绩中不溜儿，整天“傻乐傻乐”的，很多小学生在
乎的荣誉，她看得挺淡。

我人生的第三次成长，就是认识到自己的
孩子是个普通人，但承认普通和躺平不同。比
如，我在和老师的沟通上，就一直不是个“躺平”
的家长。我一直相信，学校是延续的家庭，我需
要更多地和老师们接触，相互了解，才能真正

“家校合作”。
孩子不出色，甚至在班里还常“出点问题、

惹点事儿”，老师就可能来找家长告状，家长群
里、私信里、放学接孩子的时候，老师都可能突
然点名批评。有一个办法既能让孩子“积极主
动的进步”，还能让老师对孩子的态度更好，更
积极，少来告状吐槽——这个方法是，家长主动
向老师夸奖自己的孩子。

达不到标准，夸过程

小D在幼儿园时有手工作品，按照她当时
的能力，根本达不到被晒出来的水平。那段时
间，我经常在小D的手工作品里放一张小卡片，
有时是分享小D创作的想法，有时是分享我们
一起做手工时的小花絮。

这个自卖自夸，不仅让老师看到了孩子努
力的过程，也看到了家长陪伴过程的用心，这是
很多老师都欢迎也非常喜欢的方式。

小D小学刚入学时，频繁地被老师在微信
群里晒“狗爬”的字。但我仍坚持夸，我主动和
老师沟通小D目前的情况，我们家庭制定的计
划，时不时发“进步”的对比照给语文老师看。

这样夸，不仅稳住了我的心态，也让语文老
师有了转变，到后半学期，小D的字仍然不是班
级里写得最好的，但老师会主动表扬她的进步、
坚持和努力。我觉得，这样夸孩子，能帮助父母
和老师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让成人都能看到孩
子的不容易，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被赋能。

无法打分的，主动夸

我始终持一个观点，父母要做孩子的外部

调节器，学校没有的、忽略的，家庭要补足。因
此，我也会主动和老师夸小D身上那些“无法被
打分”的品质。

我和小D一直保持睡前聊天的习惯，她也
会和我分享学校的事情。前不久，她告诉我，老
师表扬她语文默写满分。我顺着这个结果和她
聊：你什么感受？你自己最自豪的是什么？有
没有不舒服、沮丧的情况？于是，我了解到，满
分的确让小D高兴，但更让她高兴的反而是之
前好几次她默写出错，老师和同学对她的鼓励；
还有她想了很多办法如想象法、关联法等，把经
常出错的那几个字写对了。

我当时就告诉小D，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好，
别人对我们的帮助，等以后别人也需要这样的
帮助时，我们也要毫不吝啬地给予，让爱流动起
来，我们的幸福感就会更高。然后，我又大大地
表扬了她的学习策略：你发现错了，能自己想办
法找到新方法，这比默写满分更棒！

之后，我主动向老师夸小D时提到了“感
恩”和“学习方法”这两点。这是帮助家长和老
师用更加全面的眼光看孩子，同时，把家长的教
育观传递给老师。当老师和家长都清楚，我们
养育孩子的重点不仅仅是成绩时，“家校合一”
的作用才能发挥到最大。

用欣赏而非问题视角看孩子

幼儿园和小学有个分水岭，很多父母从
“自己的孩子好可爱啊”，变成了“看看别人家
的娃”。有了“别人”的对比后，我们对孩子说
得最多的，经常就是指出孩子的问题，却少了
很多鼓励和夸奖。

主动夸，不仅是个沟通方法，其实也是个育
儿的底层心态，即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要用欣
赏视角而不是问题视角看孩子。当我们可以养
成主动向老师夸自己孩子的习惯时，我们也就
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和更加平和的心态。这
一点随着孩子长大越来越重要，因为无论进入
学校，还是走上社会，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好
的家庭教育并不是拼尽全力养出一个时刻“第
一”的孩子，而是能给孩子勇气唱出那句心声：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父母接纳自己孩子的普通后，仍然要看到
孩子的不普通。真正的自洽，就是每个人可以
找到属于自己舒服的位置，这件事，父母要带着
孩子一起做。

（作者系微信公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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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资讯资讯

想要老师对孩子好 家长得学会主动夸

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才愿意说出心里话。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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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吃饺子！”近日，在浙
江省金华市开发区罗埠镇后张村文
化礼堂，一群孩子给爷爷奶奶端来热
气腾腾的饺子。这些孩子是金华市
小星球公益协会成员的子女，被称为

“小星球慈二代”。他们跟随父母，从
小接触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和善心。

“这群孩子是村里浙中少年军校
的学员，在村里的运动研学营地训
练。”后张村支委张高坡说，今年后张
村运动研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暑假
期间每天有几百名孩子在这里感受
军校生活，类似的公益活动也接连不
断。

据介绍，后张村运动研学基地是
金华市国防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和航天科普基地，可以开展国防
军训、冬夏令营、国内研学、亲子团建
等活动。

据了解，目前营地里开设了国防
系列、非遗课堂、农耕课堂、自然教育、
感恩系列等十大研学课程。营地据此
设置了主题系列、互动系列、创意手工
等十二大系列活动。截至目前，该运
动研学营地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30
余场。

此外，营地里的航模馆已经建
成，可以向青少年科普航天航空知
识，直升机也将成为这个研学营地的
主角。“营地与金婺航空公司签署了
合作协议，将开展空中游览、应急救
援等研学教育活动。”张高坡说。

（孙梦婷）

丰富课余生活
培养孩子爱心

做游戏、唱歌、制作工艺品……南
京市首家公建公办托育园——西城·
晨星|晓小禾托育中心二期项目日前
在建邺高新区国际研发总部园正式开
园，数十名3岁以下的小朋友在托育
老师的陪伴下愉快地玩乐。

建邺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说，托育
中心二期总面积1300平方米，可容纳
85个托位，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小时
托、亲子班、寒暑托等多元托育服务，
结合年轻职工上班时段全年开放。

据建邺区人才集团负责人刘莉介
绍，建邺区探索“政、校、企”合作托管
模式，由产业园区管委会统筹谋划、学
校提供专业师资资源、区人才集团运
营，一共建设10家左右的托育园，近
期陆续开园，“这些公建公办的托育园
将全力打造建设标准化体系、婴幼儿
餐食标准化体系、托育从业认证培训
体系和教研体系。”

托育园负责人刘悦说，托育园一
共分两个班，有40个左右托位，配备
了8名具有专业资质的老师。在附近
工作的年轻职工陈雨晗说，她有一个
17个月大的女儿，打算到国家广告产
业园托育园来，一方面这里师资力量
专业，另一方面收费比民办托育机构
实惠。

建邺区是南京人口结构最年轻的
城区。目前，南京其他地区也在逐步
探索公建公办托育机构。

（新华社发）

南京探索公办托育
缓解群众“带娃难”

对孩子们只是爱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无条件地去爱，爱他们的
本身，而不是爱他们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