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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多重表象 帮孩子走出自卑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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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在北医六院检查出
重度孤独症已经一年多了，当时
孩子不到两岁半，现在快四岁了，
医生说这个病是先天的，让我感
到更加无助。

我曾经工作非常忙，丈夫工
作特殊，一走就是半年。婆婆和
妈妈轮流来我家看孩子，我制定
了详细的孩子吃饭休息计划以及
教养引导方法，对孩子限制特别
多。婆婆和妈妈不爱说话，很少
和孩子玩。我脾气非常暴躁，和
家人关系不好，家庭氛围紧张。

从孩子被查出孤独症后，我
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虽然有了
一些进展，但孩子语言表达仍不
好，叫他也没反应，不愿与人交
流。现在，有一个幼儿园愿意接
收他，把他当正常孩子一样来对
待，但幼儿园离我家太远。像他
这种情况，我在家里引导、训练他
可行吗？孩子还有希望吗？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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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硕士、“尹建莉父母学堂”首席导师、作

家，著作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最美

的教育最简单》《从“小”读到“大”》

等。

A:
小河，你好！

孩子才四岁，康复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人的心智有极强的可
塑性，较之肉体，它更可以依外部
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么健康成
长，要么病态萎缩。

你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妈妈，
已经看到前期的问题，意识到孩
子的病是怎么来的，那么，接下来
的改善就变得容易了。

孩子的病是由于缺少交流、
被严格限制太多所致。你要做的
就是从现在开始，给孩子提供一
个良好的成长生态环境。你的改
变，会带来孩子的改变，你必须从
过去的那些病态的教育方式中挣脱出来，孩子
的生活才有可能步入正轨。

我相信你深爱着你的孩子，但爱不能仅仅
是愿望，必须是行动。有太多的父母自以为是
地爱着孩子，对孩子的生命进行过度干预，例如
打骂教育，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方法不对
头，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把孩子正常
的生命成长程序打乱。生命的正常发育和成
长，有其自然规律，就像庄稼需要阳光、雨水、肥
料一样。

良好的家庭生态环境，即自由、信任、欢乐、
温暖。让孩子对家产生这样的感觉：有爱没有
恐惧，有自由没有限制，有放松没有紧张，有交
流没有冷漠。当孩子确信自己是处于这样一个
安全、愉悦的环境，他自然就不需要戒备，自然
会产生和他人融合及交流的愿望。自闭，其实
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他在自己的周围
建立一个异常坚硬的“壳”，从而使自己可以在
里面躲避伤害。只有正确的爱，才能融化孩子
周围这个坚硬的“壳”，而这个“壳”，恰恰是那些
严厉的管制、刻板的相处、匮乏的感情造成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父母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的
问题，然后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爱的方式，孩子才
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首先你需要做出自我改变。一定要明白，
“自我改变”是自我成长的重要契机，是提高生
命质量的重大机会。是放下我执，是痛苦中完
成的华丽转身，收获的将是无可估量的人生财
富和幸福感。

在这里，我能给你提供的具体方法路径
是——

反观自己的成长，觉察自己童年时期的心
理创伤，将心比心体恤孩子。把自己放回到童
年，感受他的感受，你才容易理解孩子，然后调
整自己的言行。

广泛阅读。建议你读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
的书以及小说、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书，特别是
经典书籍。很多书虽然不直接谈教育，但可以
成全你的教育思想，阅读是重塑价值观的过程，
没有阅读，自我改变是难以想象的。

多和身边心地善良、有境界的人交流，尤
其是一些家庭和睦、孩子看起来很阳光很幸福
的家长交流，他们往往在教子方面、心理调适
方面有较好的体会，学学人家是怎么做的。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可低估周围人对你生活的
影响。

每天多拥抱、亲吻孩子，平和地与孩子相
处，放弃严厉，放弃训练，放弃规则——你内心
放平了，孩子就安全了——这些说起来简单，但
做来并不容易，而这正是你的功课。你的认识
和行为变了，不仅你孩子的一生可以变得健康
美好，你自己的人生也将发生重大转变。

从涉童话语的自洽原则说起
教育观观

一场场下到心田的家庭教育“及时雨”

资料图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有的孩子上进心很
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好上加好，不允许
自己有一点儿疏忽，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暴露自
己的不完美。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些成绩很好
的学生，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在课堂上绝
不主动回答问题，原因是担心回答错了，在老
师和同学面前丢面子。表面看来，这些孩子的
自尊心非常强，但其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颗既脆
弱又自卑的心。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乐观向上、自信开
朗，而一个孩子自信还是自卑，与其成长环境
和家庭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父母的一言一行
对孩子的内心和性格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
在家庭养育和教育过程中，父母应随时随地给
予孩子正向的引导。

这些表象掩盖了孩子的自卑

在人们的印象中，自卑的孩子通常表现出
内向、胆怯、退缩的特征。事实上，除了这些及
上述提到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以外，一些
孩子还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出内心的自卑感——

嫉妒心强，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且敏感、
多疑，经常情绪失控。这类孩子听到同伴、同
学被夸奖，看到他们在某方面做得比自己好，
就生气、发脾气；他们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挑剔，
容易被激怒，甚至以不理智的言辞和行为攻击
对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些处处争强好
胜、情绪易怒的孩子，内心非常害怕自己被贬
低和否定，他们比一般的孩子更希望听到别人
的赞扬，渴望获得别人的赏识，渴望被看见，一
旦得不到满足，就会以抱怨、争辩，过于敏感，
不愿意原谅别人，想控制别人等“不好惹”的姿
态排斥他人，保护自己不被轻视或伤害，他们
是以外表的强势来掩盖内心的恐惧。

喜欢找借口或表现出特别“嘴硬”，经不住
他人的批评，哪怕是自己错了也要找出各种理
由辩解，绝不承认错误、更不道歉。一个人不
肯认错，源于其内心的不自信，他们特别在意
别人的评价，认为一旦自己认错、道歉，别人就
会对自己不满，否定自己，这样自己有可能被
别人比下去，可能被人看不起、被笑话，他们会
为此感到焦虑不安。

有的孩子习惯否定自己，不管他人怎样肯

定、鼓励，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够好，遇到任何一
点儿小挫折就会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难以释
怀；遇事心态悲观消极，更多地考虑负面因素，
总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封闭自己，处处提防别
人，经常在机会和挑战面前退缩、放弃，以逃避
来应对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真
实的想法和需求，认为自己的感受不重要，优
先考虑、迎合他人的需要。孩子在人格形成初
期阶段，如果遭受了挫败的人际关系和不断的
自尊打击，很容易陷入习惯性逃避状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钱志亮认
为，有自卑心理的儿童感情脆弱、体验深刻、多
愁善感、忧郁孤僻，常常自惭形秽，因而事事回
避，处处退缩，不敢抛头露面，不敢与人进行深
层次地交往，从而丧失了许多获得真诚友谊的
机会。

如何帮孩子远离自卑

良好的成长环境和恰当的养育方式有助
于儿童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自己，形成乐观、自
信的性格。因此，家长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
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

正面评价和关注能提升孩子的自我价值
感

孩子年龄越小，其自我价值感水平的高低
越依赖于家长和老师这些他们生活中的“重要
他人”对他们的评价。如果儿童长期生活在家
长的否定、打击中，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形
成低价值感，觉得自己不重要、不被爱，对自
己、对未来丧失信心，进而形成自卑的性格。
因此，家长平时应多肯定和鼓励孩子。当孩子
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和他们共同想办法，提供
切实可行的策略，鼓励他们“试试看”，给孩子
信心，使之看到自己的潜力。在需要纠正孩子
错误行为时，就事论事，用词恰当，正确引导，
杜绝使用“蠢”“笨”“没用”“差劲”“不长脑子”
一类侮辱性词汇刺激孩子，让孩子相信：“我是
有价值的，我是有人爱的。”

钱志亮说：“在0～6岁婴幼儿阶段，孩子
非常需要父母的积极关注——看见并回应孩

子。如果能够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和理解，
孩子在内心深处就会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价
值的、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反之，如果家长经
常性地忽视孩子，态度冷漠，拒绝孩子，阻止孩
子的情绪表达，则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被抛弃的
感觉，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从而怀疑自己的
重要性和价值。因此，家长要特别注意对孩子
的关注、回应和情感抚养。”他表示，父母要多
花时间陪伴，和孩子互动。与孩子对话时，认
真看着他，耐心倾听，给予积极回应。倘若没
办法做到，最好如实地告知原因，让孩子明白，
是父母“暂时做不到”，而不是自己不好。另
外，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父母不责备孩子伤
心、生气等情绪，允许孩子表达，带着爱和耐心
去倾听，表示理解，必要时提供建议或帮助。
亲子之间情感上的沟通和理解，更能让孩子感
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形成较高的自我价值
感。

教给孩子一些社交规则
自卑的孩子大多爱逃避，帮助退缩儿童建

立自信心，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他们的自卑
感。对此，钱志亮表示，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
自主的能力，鼓励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
会自己管理自己，甩开依赖别人的“心理拐
杖”，独立行走，做勇敢的孩子，更好地适应不
同环境。他建议，家长有意识地安排孩子与其
他小朋友一起活动，让同伴之间相互自我介
绍，相互学习礼貌用语；利用游戏为孩子提供
同伴交往的机会，如通过过家家等游戏进行一
定的角色对话。“家长要及时肯定退缩儿童的
每一点进步，对他们在社交中出现的合群现象
给予奖励，逐渐增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克服退
缩行为。经过多次社交实践和家长的正确心
理引导，绝大多数有退缩行为的儿童都可成为
性格开朗的人。”

钱志亮进一步说，家庭、幼儿园、学校要相
互配合。比如，针对父母关系不和、教养方式
不当导致的儿童退缩，教师应进行“家庭教育
矫治”，通过走访改善家庭成员的认识结构和
不良的相互作用方式，打破旧的“恶性循环”，

消除退缩行为的根本病因。
教给孩子一些社交规则，也能帮助退缩儿

童找到社交的归属感。比如，告诉孩子把自己
想说的话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准确地表达自
己，同时，仔细听明白对方的话；不在背后说别
人的坏话；如果同伴或同学的行为让自己不高
兴、不舒服，可以用“不”表达自己的愤怒，理直
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掌握了这些交往
法则，孩子能更好地融入同伴之中，降低其在
社交中的自卑感。

表扬要恰当且“言之有物”
夸奖和表扬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孩子建

立自信。但是，空洞的表扬则会适得其反。比
如，一个孩子经过努力在比赛中表现欠佳，妈
妈却以“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来安慰、夸奖孩
子，其结果往往是让孩子更加气馁。原因在
于，违背事实的称赞让孩子觉得妈妈不理解
他，欺骗他，也降低了他的自信心。如果妈妈
能尊重、理解、接受孩子由失败带来的负性情
绪，待孩子情绪平复后和他一起分析失败的原
因，帮助孩子下次“表现良好”，孩子才可能在
非空洞的表扬中获得“感觉良好”。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边玉芳教授认为，我们所说的“家长无条件
接纳孩子”，不是家长一味地表扬，让孩子“感
觉良好”。那些建立在单纯“感觉良好”上的自
信是虚假的。恰当的表扬，是要让孩子在“表
现良好”中获得真实自信。

边玉芳说：“称赞一定要有理由，与孩子取
得的成绩相匹配，父母应向孩子讲明是因为孩
子在哪方面表现好才获得了称赞。称赞在某
种程度上是一种引导和强化，让孩子所表现出
的良好行为再次出现，从而固化成良好的习
惯。”她表示，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父母还可
以用肢体语言表达赞赏和鼓励，比如拥抱、摸
摸孩子的头、搂搂孩子的肩。“‘表现良好’是

‘感觉良好’的根基，孩子在成功体验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自信心才是真实的、长久的。”

学会恰当的解释风格
心理学研究表明，自信的人面对成功和失

败往往采取乐观的解释风格，而自卑的人选择
悲观的解释风格。

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选择的视角
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在边玉芳看来，如果
孩子习惯将不好的事情视为“有时候”“最近”
等特殊情况下造成的，是短暂的、可以改变的，
而习惯将好的事情视为“总是”，认为由于自身
努力学习或讨人喜欢才使好事发生，那么，孩
子的解释风格是乐观的，更容易获得自信心。
反之，孩子习惯将不好的事情视为“永远”“从
不”，认为是永久的、不可改变的，而习惯将好
事视为“有时候”“偶尔幸运”等特殊情况下出
现的，那么，孩子的解释风格就是悲观的，更容
易丧失自信。

对于悲观的孩子，父母可以有意识地引导
他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朝着积极乐观的方向去思
考：“他们今天对你不友好，是因为他们团队今
天比赛失利，心情不好。”“你这次数学没考好，
是因为最近在这方面花的时间相对少”……帮
助孩子把现状看成是暂时的、偶尔的，是可以改
变的，不要因为一件负面的事情全盘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从而帮助孩子建立信心。

近年来，黑龙江省鸡西
市城子河区妇联广泛吸纳有
能力、有热情、懂法律的志愿
者，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

困境女童王小丽，因家庭
变故从小和爷爷相依为命，因
生活困难，内心很自卑，一度
情绪低落失去生活信心。城
子河区妇联兼职副主席李朝
霞联系社区的巾帼志愿者多
次到她家里和祖孙俩交流，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并为小丽做心理疏导，教
她如何保护自己，增强对生活
的信心。如今，小丽的精神面
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家庭也出
现了向上的生机。

张伟从小父母离异，跟随
父亲生活，他没有户口，家里
也没有房子，他在托管班托
管。张伟的父亲靠打零工维
持父子俩的生活，由于没有固
定收入，经常拖欠托管费用，
致使张伟从小承受很大的心
理压力，终日郁郁寡欢。了解
到他的情况后，学校老师和巾
帼志愿者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在生活上帮助关怀、心理上安
慰引导，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关心他的成长。

张伟面临小升初，户口成
为一大难题，巾帼志愿者们多
次跑民政局、派出所、社区以
及他父亲的户口所在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
张伟落了户。随后，他们又为

张伟申请了低保，使他的学习生活有了基
本保障。现在的张伟每天生活得很快乐，
人也变得阳光、开朗了。他逢人就讲：“是
城子河区妇联的阿姨们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我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了。我
一定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来更
好地回报社会。”

（王晓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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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呵护呵护

■ 薛元箓

以下是一档儿童综艺节目中的嘉宾评
议：“虽然会面临磨难、痛苦和失败，但你一定
要咬牙坚持。”

这句话如果说与成年人，或许算“金句”，因
为它建立在成年人之间的价值共识之上——唯
有以谋取恒定和清晰的目标为前提，才会以牺
牲切身的快乐为代价，承受磨难、痛苦和失败。
但是，放诸儿童的语境，这句话就失之于逻辑自
洽，从而也失去了教化的可能。因为孩子们会
疑惑：既然一点儿都不快乐，为什么还要坚持？

无论是公共舆论中的涉童话语，还是家
庭中的长辈鼓励，类似的语境错置和逻辑失

恰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督导过程中，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
是父母的努力失效，更容易造成父母和孩子
之间的交流隔阂，从而直接影响作为家庭教
育最重要基础的亲子信任关系。

对儿童语境下的话语解读，是每个家长
都需要认真学习的一门功课。事实上，比较儿
童之间的同龄话语和成人的涉童话语，是一个
不断给人惊喜的发现之旅。如果你对两者之
间的差异性抱有兴趣，那么很快，你就会体味
到互补性所带来的价值。你不但会对“天真”

“幼稚”“童言无忌”这些习惯性成人评价做出
反思，还会以儿童话语为鉴，钩沉自己的成长
历程，检讨自己今天的得失价值。总之，发现

儿童话语，首先启蒙的，是对儿童真正的平等
相视，而非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话术。也因此，
这门功课的功用，绝非一般家教意义上的基础
课，而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学习的初步，是构
建亲密坚实的家庭关系的基石。

与孩子做朋友，建立朋友式的父母与子女
关系，这样的说法虽然常见，但也仅止于家长
圈。如何让老生常谈下沉到与孩子的真正交流
中，坐而论道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倾注足够的
耐心和些许智慧。长辈们也常欣喜于孩子说大
人话，却鲜见大人会说孩子话。从这个意义上
说，尊重儿童话语、学习儿童话语，还涉童话语
以语境适当和逻辑自洽，就是与孩子做知心朋
友，从而建立有效沟通、互相信任的重要步骤。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为期半年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
“艾玫妈妈”和谐亲子公益项目——21天智慧家
长养成计划，自今年6月上旬启动以来，在定期
开展了21期家庭教育讲座后于近日圆满收官。

“项目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区家庭教育培
训示范基地的作用，更精准、更有效地解决家
庭教育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隆阳区妇联主席段梦妹表示。

项目授课教师张爱玫是区家庭教育专家
讲师团成员，谈到开展该项目的初心，张爱玫
动情地讲了一个故事——

“一次和区妇联深入瓦马乡中心小学给
学生做团体辅导，课后一个孩子给我写信，第
一句话就是‘张老师，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妈
妈？’孩子在信里说她父亲去世了，母亲也离
开了家，她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上课打瞌

睡，没有食欲，有了明显的抑郁情绪……在我
辅导的孩子中，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这件事
对我的触动很大，于是暗下决心把心理服务
这项公益事业长期开展下去。”

提起“艾玫妈妈”这个名称，她解释：“我
希望‘艾玫妈妈和谐亲子公益项目’这个品牌
队伍能像中药艾草一样，熏香每一片荒芜的
心田。我出生于农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
广大农村家长和孩子们在家庭教育方面尽一
些绵薄之力。”

从家长们的反馈来看，该项目是他们急
需的家庭教育指导实操性培训。“学习了几期
课程，我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
掌握了一些科学的养育方法，观念上得到一
些转变，家庭沟通更顺畅，亲子关系更和谐
了。”社区居民李海燕说，原来我认为育儿就
是让孩子听话，现在我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
个体，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的，不能让小孩成

为我们的附属品，我们要认识孩子、读懂孩
子，因材施教……

金鸡乡干部赵乖芹既是该项目的组织实
施者之一，也是一名家长。“这次学习对我来
说是家庭教育理念的一次重塑。之前我觉得
对孩子严厉是爱，孩子做错事情或者不听话，
就应该用说教、批评甚至体罚来教育。”赵乖
芹说，“通过学习，我了解到除了物质，孩子更
需要心理营养，我尝试从尊重孩子、认可孩子
开始，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现在孩子没那么
皮了。我们会把家庭教育课堂持续下去，让
更多家长在课堂中汲取营养。”

每次培训活动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
帷幕，课后，总有许多家长主动找张爱玫请
教，她总是耐心解答，给出可行性意见。家长
们无不感叹：在我们最困惑、最无助的时候，
这一场场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如同下到我们
心田的“及时雨”。

嫉妒心强，敏感、多
疑，对他人的言行格外挑
剔，经常情绪失控；喜欢找
借口或表现出特别“嘴
硬”，绝不承认错误、更不
道歉；抑或习惯否定自己，
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儿
童青少年的这些状况表明
他们内心不自信

家长引导孩子不要因为一件负面的事情而全盘否定自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