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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今年14岁，初二前学习
挺好，做事积极，跟我关系也好。
自初二后厌学情绪逐渐加重，老师
反馈写作业不认真，在家里沉迷手
机，我每次提醒，她就特别恼火。
我丈夫很少过问孩子的事，我从小
缺爱，性格好强，最近一年来情绪
暴躁。我平常比较强势，要求孩子
严格，对她指责批评较多，春节前
打过一次她，此后关系逐渐恶化。

蔷薇

Q:

张松波，中国科学院心

理咨询师，飞鸟高级家庭教育资

深指导师，擅长解决亲子关系、情

绪困扰、青少年厌学、叛逆、早恋、

网瘾、抑郁、焦虑等问题。

A:
蔷薇妈妈，你好！

对于你面临的问题，先要弄
清楚导致孩子目前状况的原
因。就你的描述来看，大体有以
下原因：

第一，学习难度增加。初二
后学科科目增加、学习难度增大
了，思维模式面临由以往的形象
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转变，有些孩
子缺少方法就会遇到学习吃力的
状况。如果老师和家长没有及时
关注指导，孩子就会逐渐积累学
习压力，自信心降低，学习兴趣降
低，进而出现厌学情绪。

第二，环境因素。首先是家
庭因素，此时如果家长看不到孩子问题背后
的原因，一味地指责批评甚至打骂，孩子的学
习压力会更大，不理解、无助、委屈等负面情
绪会加重厌学情绪。而随着亲子关系的恶
化，很可能引发孩子的心理疾病。其次是学
校因素，孩子与同学之间是否有矛盾，是否有
被欺负、被孤立、接触不良少年及被老师批评
等情况。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心情及学
习兴趣。

第三，习惯因素。孩子沉迷手机导致用
脑过度，引起记忆力下降、对学习无兴趣、晚
睡导致的上课没精神等都会进一步加重厌学
情绪。

对于你女儿的状况，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应对。

第一，强化亲子关系。家长要想办法让
孩子感到温暖，内心得到滋养。此时，如果家
长的负面情绪大，应先着手处理自己的负面情
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了解情况，设身处地地
理解孩子，孩子才能感受到被理解、被爱。随
着家长对孩子接纳的增多，指责、强迫、批评就
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孩子从家长身上获得越
来越多的正能量，亲子关系会逐渐修复。

第二，建立科学有效的沟通。这是家长
了解孩子以及向孩子传递爱和关怀的通道。
在亲子关系修复后，孩子不再抗拒或者厌
烦。这时家长先说孩子想听的，与之共情，随
后说孩子听得进去的，最后说自己的看法。
孩子的心扉逐渐打开之后，她自然会把心里
话告诉你。

第三,建立合理的规则、正确的价值观。
有了前两步的基础，孩子越来越信任家长，越
来越喜欢跟家长沟通，此时，家长可以和孩子
一起解决问题或提出建议。同时，要逐步建立
合理的规则，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
如，面对学习无用论，可以从体验入手，从感受
上引导，引领孩子转变观念。帮孩子找到生活
中的榜样，借助榜样的力量而不是靠讲大道理
影响孩子。从细节入手，培养孩子相应的能
力，如记忆力、专注力、抗压能力、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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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彩娟 用成长型思维看待学生

数字化时代亲子关系的重塑数字化时代亲子关系的重塑
大咖谈教育谈教育

把“善良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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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元鹏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9岁男孩乐乐剪
去留了两年的长发，将其捐赠给不幸患癌
症的同龄人。乐乐的母亲周女士介绍，乐
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去年8月，孩子了解
到可以将头发捐给癌症患者用于制作假
发，便萌生了捐发的想法。因捐发长度的
门槛是30厘米，乐乐坚持留发两年。

善良就像阳光，能穿透云层，照亮人
心。9岁男孩乐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
正的善良。乐乐剪去了他留了两年的长
发，将它捐赠给那些与癌症抗争的同龄
人。这颗“善良的种子”不仅播种在了孩子
的心里，也播种在了所有人的心里。

我们常常说，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第一粒扣子就是“正确的三观”，仁
爱、善良就是我们最需要在孩子心里播下
的种子。

乐乐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
每一个孩子心中该有的三观。孩子不仅是
未来的希望，更是当下善良的传播者。当我
们的孩子都能像乐乐一样把心中的爱奉献
给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社会将会因为这些
小小的善举而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9岁男孩留了两年的长发捐给癌症患
者的事迹，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用言传身教播种“善良的种子”。
父母无声的教诲和榜样的力量是不可忽视
的。父母需要告诉孩子什么是善良，更重
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什么是责
任和关爱。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才能让

善良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好孩子
背后都站着好家长，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
人，父母必须先做出表率。

二是用循循善诱浇灌“善良的种子”。
有了父母的言传身教，还需要有学校的循
循善诱。学校需要通过各种德育活动，如
志愿服务等引导学生们去实践善良、传播
善意。德育教育如同及时雨，可以滋润孩
子心中善良的种子。学校作为孩子成长的
第二个摇篮，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少年
强则中国强”，这里的强不能只是身体的
强，学习的强，还得是德育的强。

乐乐的行为告诉我们，每个孩子心中
都能萌生善良的力量，让善良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成为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
品质。

■ 边玉芳

近期，“男孩玩《蛋仔派对》充值上万元父
亲连扇自己耳光”的新闻冲上热搜。许多家
长感慨：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养？数字
时代，家庭教育确实面临很多新课题。如何
重塑亲子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数字时代，亲子关系变了吗？

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价值
无可撼动，它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相统一
的人际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一出生就
有不可替代性、终身性。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经常会说：“关系大于
教育。”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心
理资源，它能使孩子感到被爱、被尊重，变得
自信。良好的亲子关系也让孩子对他人和周
围的环境有更积极乐观的认识，乐于与父母
及父母以外的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一个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人，未来
处理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同时，良好的亲
子关系使父母成为孩子强大的心理支持，让
家庭变得温暖，一个人无论走得多远，家都会
成为一个温暖的港湾。亲子关系会影响人的
一生，成年后的职场关系、夫妻关系都和早期
的亲子关系有关。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保障家庭教育有效的
前提。尤其在数字时代下，很多亲子矛盾都
与网络有关，所以，亲子关系不仅是结果，更
是影响孩子成长非常重要的自变量。

怎样维护良好的亲子关系？

首先要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这是保

障亲子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条
件是必须有良好的沟通，如何说孩子才肯
听？如何听孩子才肯说？父母和孩子沟
通时要有技巧保证沟通顺畅，而不是把天
聊“死”。

另外，陪伴要有质量。这个高质量除了
顺畅地沟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对于
孩子的情绪接纳。有的孩子游戏输了会放声
大哭，很多父母就安抚说输了没关系，但是孩
子依然哭，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些家长逐渐失
去耐心，觉得一场游戏而已，怎么这样小题大
做？这就是父母没有接纳孩子的情绪，我们
要允许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也要给他们
消化情绪的时间。

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需要有边界和底
线，一方面，要有规则，父母因为爱孩子才会
对他们有要求，因为爱孩子才会为他们考虑
深远；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之间是不同的
人，父母不能侵犯孩子的边界，这是特别重要
的。不能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就什么都
要听我的”，这是不可以的。边界和底线，是
数字时代亲子关系必须守住的。

亲子关系面临的挑战

数字化时代，良好亲子关系建立也面临
一些挑战。一是陪伴时间的减少，无论是孩
子还是家长，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变得多
了，面对面陪伴的时间会受到很大影响。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做了一项研究，
追踪美国几百个家庭，发现大概一个小时的
陪伴里，家长平均有三次看手机的现象。这
种情况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这是这
个时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孩子很小的

时候就会发现，爸爸、妈妈会很喜欢这个叫
作手机的东西，甚至对于手机的喜爱超过了
孩子（当然这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说）。另外，
数字化时代亲子关系面临的另一个新挑战
是孩子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许多方面
甚至远超家长，孩子在信息化的使用上，比
如手机、网络的使用方面，都比父母厉害。

如何重塑亲子关系

数字化时代不仅仅是指信息化，也包括
数字化时代裹挟的其他很多社会发展因素，
比如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对未来社会快速
变化缺乏认识，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失控”，这
种失控必然会影响到亲子关系。所以，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亲子关系的重塑需要以下
几个要素：

第一，要抽时间陪伴孩子。父母一定要
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不仅仅是形式上
的陪伴，一定要与孩子共同做有意义的事
情。这个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大人所理解的
有意义的事情，而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我们知道玩耍以及
发呆对于孩子创造力的培养非常重要，还有
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做家务等，陪伴的
情景并不是只有学习。

第二，要为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生活。
为什么有的孩子沉迷于网络、手机？原因很
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孩子往往把玩手
机和网络当成玩具，而不是工具。因为他们
觉得好像除了玩手机之外，也没有太多事儿
可以做，丰富多彩的生活可以让孩子更充实，
情绪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第三，父母要学会沟通，聊孩子感兴趣的

话题，充分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的负面情
绪对孩子的成长也是特别重要的，这种伤心、
焦虑、抑郁也有它积极的意义，每一种情绪都
有积极的价值。

第四，父母要与时共进，不断学习，尽量
跟上孩子发展的步伐。尤其是在网络使用方
面，父母一定要做好孩子网络使用的“守门
人”，这也是我们在数字化时代建立良好亲子
关系非常重要的保障。同时，父母也要借助
网络工具，助力数字时代亲子关系的维护。
数字时代的家庭教育，虽然充满挑战，但也有
很多优势，可以让亲子间重塑为一种共同成
长、共同学习、互相监督的新关系。

（作者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
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秘书长）

教育观观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董颖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的北京市第
四中学（以下简称四中），因其学生成绩优
异和拥有众多知名校友而闻名全国，这里
每年有约300人次在各类竞赛中获奖，
96％以上的高三毕业生高考成绩达到重
点大学录取线。有人说：考进四中，相当于
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清北。

叶彩娟是四中高二年级的年级组长、
第二支部书记，数学老师。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进入四中后，她在学生身上倾注
了很多关爱，也从学生身上收获颇多。

培养杰出的中国人

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叶彩娟是学生
文章中的“小仙女”，也是“叶子”。作为一
名数学教师，叶彩娟有着清晰的思路和逻
辑，在与学生和家长沟通时，她又极具洞察
力和亲和力，深得学生与家长的喜爱。

“我很幸运，遇到的家长都特别好，很
支持我的工作。”2022年叶彩娟升任年级
组长，此前多年她担任班主任工作，她所带
的班级历年来均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教
书、育人是教师的两项主要职责，对于考进
四中的尖子生来说，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他
们最需要的？这是叶彩娟从教以来一直思
考的。“虽然成绩优异，但是四中的孩子也
和其他孩子一样，比如，同样是听课，有的
学生课堂效率很高，有的需要课后再琢磨
才能掌握课堂所学。”叶老师认为，孩子们

学习习惯的培养很重要，每个人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方法，“作为老师，我们也要不
断思考和进步，有没有更简洁的解题思路
和更多的解题方法？因为这些孩子可能会
提出很难的问题，需要我们准备得再充分、
深入些。”

叶老师带班特色是不仅关注学习，也
关注学生一生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体魄
和健康的心理。她希望孩子们不是一时优
秀，而是有长久的耐力，所以，以多种方式
陪伴和鼓励学生们打好身体基础，同时，她
也时刻不忘四中的育人方向——“培养杰
出的中国人”。“我们学校从领导到教师都
非常重视孩子品德、视野、格局的培养，不
管学习成绩多好，自私或者对周围人冷漠
的学生，在我们这儿都不能被称作优秀。”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既
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有各种生产生活场
景的实践经历与学习体验。去年6月5日
至9日高考周期间，叶老师当时所在的高
一年级全体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学生们分
组奔赴54个社会实践地点，开展为期一周
的以“看·见”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了
这项活动，叶彩娟和老师们策划、实地考
察，筹备了四个月，旨在让学生走出去，亲
身体会不同的行业，学会尊重各行各业的
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自身职业理想。

到餐厅实践的学生问：“老师，我们以
后又不会做这样的服务性工作，为什么让
我们实践呢？”叶老师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确实，你们以后不大可能去做洗碗、上菜
的工作，但是，通过本次社会实践，让原来
不可能有交集的陌生人变成与自己一起共
事过的哥哥、姐姐，更能感同身受基层工作
者的辛苦，能大大提高你们的责任意识，种
下一颗你们想要为这些人更好生活而努力
的种子。未来，小到在餐厅吃饭时对服务
员多些理解和尊重，大到用自己的力量解
决这些人的痛点，一切可期。”

“这些孩子今后大部分可能会成为国
家栋梁和各行业的重要人才，培养好他们
的品德和情操，是对整个社会负责。等到
我们这代人老了，正是这些学生成为中流
砥柱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
人？我们放心把未来交给什么样的人？这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叶老师深感责任
重大。

老师的一个眼神

一个学生可能只是老师的1%，但他
是父母的100%，因此，做老师要真心对待
每个学生，这是叶老师对自己的要求。从
初做老师到成为优秀班主任，再到年级组
长，她的初心一直没变。

一位毕业生给叶老师写了一篇文字，
文中描写了当年她参加高考后，因为对自
己的发挥很不满意而感到心灰意冷。当时
她给叶老师发信息倾吐了许多负面情绪，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这位学生正在参加学
校的“自招课程”，无意间抬头，发现叶老师
站在教室门外注视着自己，坚定地微笑和
信任的眼神给了她很大的力量与感动。“叶
子的目光很烫，烧得我的眼眶都有辣意，我
能感觉到她还在那里，但脖子却僵硬得不
能再抬头。”因为当时叶老师在高考阅卷组
有任务，本无暇回学校的，这突然的出现让
学生记在心里很久很久。

听学生讲起这件事，叶老师深有感触，
这只是她做教师以来很平常的一件事，也是
很自然地一次牵挂与关心学生，早已淡忘
了：“我因为不放心，所以回学校看看学生，
没想到给了学生这么深的印象和力量。”

这件事也让叶老师感到，老师对学生的
影响极其深远，可能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一
个眼神，就能让孩子感受深刻、记忆良久。
教师平时和学生交流千万不要因为不注意
而伤害学生。现在的学生们很敏感，作为老
师，叶彩娟也非常注重心理学知识的储备，
用科学的方法和关心来呵护和引领学生。

叶老师做班主任时，工作重心是学生
和家长，如今担任年级组长，她的工作对象
还多了教师队伍。角色的转变让叶老师有
了更多思考，教师岗位固然责任重大，但是
教师也是普通人，既有生活压力，也有家人
要照顾，她希望社会能对教师多些理解和
包容。只有身心健康，才有好的教育关系，
这不仅仅是指学生，也包括教师。某种程
度上，爱护教师也是在爱护学生。

作为教师，今年40岁的叶老师正值最
好的年华，她为身在四中感到自豪，也常常
为学生们感到骄傲，每每看到毕业生回来，
了解到他们在大学和社会上依旧努力而优
秀，叶老师都欣慰不已。希望自己带过的
孩子们，能一直优秀……

■ 王洁

近日，守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推动家庭教育建设的“溪”心护苗行
动正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
道悄然展开，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
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调和紧
张的亲子关系、构建和谐家庭氛围。

搭建“1+32+N”心理健康服务
体系。江溪街道妇联在辖区32个
社区设立心理服务工作站，并与公
安、司法、教育、学校、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部门联合，通过专业人才入
驻心理服务工作站，对辖区内青少
年进行全面的心理筛查、个案跟踪
疏导，以专业化、社会化、温馨化的
精准服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
有力保障。

探索“校家社”三位一体共育模
式。该街道妇联在南丰小学率先启
动“用举起的双手来鼓掌”反家庭暴
力倡导暨家庭教育指导项目，一方
面，对学校骨干教师进行系统的家
庭教育指导培训，让教师为遭受家
暴影响的儿童提供支持；另一方面，
让家长接触到科学的、有针对性的
家庭教育指导，进而转变家长育儿
观念，从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
转向支持、鼓励和尊重的育儿方
式。同时，发挥社区妇女微家的作
用，及时做好家庭矛盾调解、心理疏
导、资源链接等工作，预防恶性事件
的发生。

激活“她力量”，强化巾帼志愿
服务。吸纳热心参与社会公益的优
秀女性加入街道巾帼志愿服务队
伍，以辖区“无锡好人”孙小青、姚丽
珍等为代表，发挥“先进典型”的带
头作用，以“溪”心护苗行动为抓手，
着力推进未成年人志愿服务项目
化、专业化、品牌化。

江溪街道某小学学生小朱的父
母因忙于打工且有家暴行为，疏忽

了对他的照顾，导致小朱性格暴躁、厌学逃学。
巾帼志愿服务团队发现了小朱的困境，主动与
之深入沟通，理解他的痛苦，用温暖关爱融化他
心中的坚冰。志愿者还积极与小朱父母交流，
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误，改变
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给予小朱更多关爱。在志
愿者的努力下，小朱逐渐转变，不再是“问题少
年”，重拾笑容和对学习的兴趣，他的父母也学
会了更好地与他相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巾
帼志愿服务团队的善举不仅改变了小朱的命
运，也让这个家庭重燃希望，她们用行动诠释了
爱与责任，成为江溪街道的美丽风景，也逐渐探
索出了一条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新路径。

近日，在诗画楠溪江畔，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温州电力红十三爱心社开展了“每个‘我’都会
盛开”心理健康援助系列活动。

活动中，该爱心社成员化身生命成长陪练，
通过开展心理游园会、主题分享沙龙、期末心理
快闪等活动，倾心引导受助者向内探索和关注
自我心理健康、心灵成长，以爱为主题，唤醒生
命蕴藏的能量，在系列外部主题活动中加深体
悟，在课后的生活实践中知行合一，展现青春应
有的美好模样，从而延展出爱他人和爱社会的
能力。 （周永）

家校社共育共育

心理援助为困境儿童
提供精神支持

中国女教师女教师

家教在线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