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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今年16岁，
高一。初三下学期开始
有过一次情绪失控，摔东
西，后来陆续出现易激惹
等状况，经检查患有中度
抑郁症、重度强迫症、中
度焦虑症。他5岁前与
爷爷奶奶生活，回到父母
身边后，我们总感觉亏欠
孩子，比较溺爱，物质上
有求必应，但爸爸脾气
急，以前打骂较多，最近
尽量都顺着孩子。

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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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你好！

孩子目前的状况，
主要是因为父母对孩子
爱的失衡，没有培养起
孩子的自理能力、社交
能力和健康的心理。孩
子在父母的溺爱中毫不
费力就能得到自己想要
的，这导致了他以自我
为中心的性格。然而，
在学校中，同学和老师
不可能以他为中心，他
因此产生挫败感，爸爸
的打骂又进一步加重了
孩子的自卑感、脆弱感。
孩子上中学后，学习及
社交压力增加，孩子的
性格模式会给他带来更
多负面情绪，这时候父
母没能给予科学引导，
孩子的心理压力会逐渐
累积，形成心理疾病就
是自然的事情了。

那么，怎样的爱才
能让孩子重返健康？

第一，接纳的爱
接纳的爱是父母在内心平和喜

悦的状态下给予孩子及时、正向的回
馈，不论是语言回馈，还是物质回
馈。否则，就是抗拒的爱。当父母能
给予接纳的爱，孩子不管对错都感受
到是被接纳的，是被允许的，这种感
觉让孩子没有恐惧并且备受滋养。

第二，理解的爱
理解的爱是父母懂得孩子喜怒

哀乐背后的缘由，即便当时不懂，也
能通过有效沟通聊出来。无论孩子
喜悦还是悲伤，孩子都会因为父母
理解的爱而获得内心支持，感到自
己有力量。理解是父母对孩子最高
级的看见，是用心看见，看见即疗
愈。沐浴着父母爱的孩子，开心喜
悦，抗压、抗挫折能力增强。

第三，尊重的爱
尊重的爱是前两种爱的叠加。

尊重是接纳理解之后的放下与允
许，是允许孩子成为自己。被父母
这样爱着的孩子，其自身的原动力
会逐渐被唤醒，孩子的这种内在力
量是疗愈其心理创伤的终极良药。

第四，引导的爱
引导的爱是在前三种爱的基础

上对孩子的不合理认知及行为进行
引导。这种爱能给予孩子改变的力
量，孩子在这种爱里一点点看见自己
的不合理认知，并敢于面对，敢于改
变，最终习得合理认知及好的行为。

前三种爱是温柔的，第四种爱
是阳刚的。这四种爱兼而有之，才
是健康的爱。孩子在这种爱的滋养
下，在与抑郁、焦虑、强迫作斗争的
过程不仅会顺利重返健康，而且会
迎来更优秀的全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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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让学生从关爱中寻求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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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建莉

很多父母面对幼小的孩子时心底柔情
万种，发誓要让孩子幸福，包括要让孩子学
一门才艺。父母最初的动机往往比较单纯，
只是要孩子有一项特长，有功课以外的爱
好。可一旦孩子进入学习程序，不少家长很
快就忘记了这个初衷，放不下“学习就要吃
苦”的教条，最终把艺术教育做到了“兴趣爱
好”的反面。

孩子学才艺需要吃苦，需要家长拿着鸡
毛掸子站在旁边监督，这是近年来流行的一
种误导。误导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艺术教育
中，人们不再关心艺术的娱乐价值、审美价
值，只关心它的实用价值，不懂得带孩子品味
其中的美。例如，有家长舍得每月花几千元
给孩子请音乐老师，却不舍得花500元带孩
子听一场音乐会。艺术的趣味性在不合理的
手段下被慢慢消解，生命中本该最可口的果
子渐渐变得酸涩。

某天，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当时被媒体
称为“虎妈”的女嘉宾，正讲女儿学钢琴的
事。“虎妈”曾出过一本家教书，讲述了她为了
让女儿在功课及钢琴方面取得好成绩，不惜
羞辱孩子。节目中，“虎妈”照例在宣传自己
的做法。支持她的一位男嘉宾为佐证她的观
点，语气铿锵地说，郎朗能有今天，就是他爸
爸用大耳光抽出来的！他的话博得了旁观席
上的笑声和掌声——赤裸裸的庸俗成功学，
因其浅陋粗俗，反而容易传播。

我非常欣赏钢琴家郎朗的演奏，也赞美
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豪，但非常不喜欢近年
来媒体宣传中所宣称的他父亲的粗暴。拆一
间房子只需一把镐头，盖一间房子却不知要
动用多少东西。如果想把一个天才变成蠢材
或变成一个心理变态者，确实光有大耳光就
够了；但如果说大耳光抽出一个杰出的钢琴

家，这相当于说一个铁匠天天抡着锤子去敲
打一块铁皮，就可以把它敲成一枚发射到太
空的火箭。如此逻辑，只要稍微动用一下我
们的常识和理性，就知道是多么可笑。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郎朗”为什么凤毛麟
角？因为他们的成功必须是多方面条件协作
的成果。自身天赋、父母的影响、教师水平、
个人努力、经纪人的能力、机遇等，缺一不
可。在整个学艺过程中，郎朗像任何一个孩
子一样，可能有懈怠、痛苦，也有和家长的冲
突等负面的东西，但这些一定不构成他艺术
学习生活的主体。

音乐、绘画、舞蹈、球类、棋类等活动能
为人类带来快乐，也因此成为人们乐于从
事的娱乐活动，依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学习
这些的。然而，如今不少孩子的才艺学习
成了苦差事，“兴趣班”变成“折磨班”，究其
原因，是成年人忘记了为什么要对孩子进
行艺术教育。

有位家长跟我说，她女儿三四岁就表示
出喜欢大提琴，很想学。但老师说琴太大
了，需要等到孩子6岁才可以学。孩子等得
迫不及待，终于盼到可以学习的年龄，孩子
兴奋得不得了。之前父亲对女儿疼爱有加，
父女关系一直非常好，学琴主要由爸爸陪
着。可是，自从学琴后，爸爸每天辛苦地陪
孩子练琴，严格要求，发现孩子拉得不好，就
用小棍打手，错第一次打一下，错第二次打
两下，以此类推。而且，发现孩子不专心就
发脾气，孩子经常一边拉一边哭，很快产生
了厌学情绪，跟爸爸的关系也不亲密了。妈
妈私下跟丈夫沟通过多次，认为不该这样逼
孩子，丈夫却不认同。

这位妈妈给我写信的目的是想求得在无
法改变丈夫的情况下如何让孩子快乐学琴的
办法。我如实相告，没有这样的办法。以痛
苦的方式让孩子有一种“特长爱好”几乎是妄

想，孩子最多可以获得“特长”，不可能获得
“爱好”。我不知这位父亲最终是否会改变，
如果他一意孤行，天天如此“严格要求”孩子，
一个天才的大提琴手估计是要被他扼杀，而
一个心理障碍者可能就要产生了。

教育家卢梭说过：野蛮的教育为了不
可靠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使孩子受各种各
样的束缚；为了替他在遥远的地方准备他
可能永远也享受不到的所谓的幸福，就先
把他弄得那么可怜。即使这种教育在目的
方面是合理的，但把孩子置于不可容忍的
束缚之中，硬要他们像服刑的囚徒似的连
续不断地工作，欢乐的年岁是在哭泣、惩
罚、恐吓和奴役中度过，这种做法对他们也
没有一点好处。

功利教育思想决定了家长或教师选择简
单粗暴的教育方式，认为把孩子打一顿他就
乖了，不允许考B他就拿回A了，骂他是垃圾
他就羞愧万分地变成黄金了，不好好弹钢琴
给个大耳光他就用功得像贝多芬了……功利
教育眼里只有“物”没有“人”；只有所谓的社
会衡量标准，不在乎儿童内在的感受；只关注
孩子学到了什么技巧，不关注他是否体会到
了美和愉悦。

教育过程不是企业生产流水线，不是严
格控制每个环节就能产出一个好产品。产
品没有生命，不需要关照它的个性，越接近
统一标准越好；而孩子是有血有肉的，每个
孩子都独一无二，有着庄严的内在秩序。家
长和教师的意图都无法直接注入孩子的意
识，而要经过孩子心理的发酵和转化。情绪
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教育的质量上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这正是教育的微妙之处，也是教
育的困难之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著作
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最美的教育最简
单》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 李长明

“爸爸妈妈太不容易了，我要
好好学习石斛枫斗加工，帮助他
们。”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特殊
学校石斛枫斗加工培训课上，段丽
平说。

“习得一技之长，方能安身立
命。”2018年，龙陵县特殊学校结合
当地产业发展优势，推出了石斛枫
斗加工培训。在老师们手把手地
传授下，学生们掌握了这项技能，
不少学生实现了自食其力，段丽平
就是其中之一。

“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同样是
家庭的希望，他们能掌握一项生活
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负
担，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看
着一批批学生通过学习自立了，朱
云老师感慨万分。

走进特殊学校绘画与手工展
室，艺术气息扑面而来。2013年，
陈娟调入特殊学校，曾一直教授小
学数学的她，被学校安排教授绘画
与手工。自此，她一头扎进网络和
书本里学习。为了节约手工成本，
每次与朋友和家人聚会时，餐后的
花甲、贝壳、蛋托、果壳都被她通通
打包，俨然一名清洁工。丈夫打趣
地说：“跟你出门好没面子。”久而
久之，丈夫也帮妻子收集她眼中的

“宝贝”。
“绘画与手工可以提高学生

的手眼协调能力，帮助他们适应
生活，教学中看到孩子们的点滴
成长，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

得。”陈娟说。
针对部分不便到学校上课的学生，特殊学校送

教下乡。在镇安镇镇南村的赵光然家中，老师不顾雨
季舟车不便，如期为赵光然开起“小灶”。在老师的悉
心教育下，赵光然变得开朗上进了，经常帮助家里打
扫卫生。看着孩子的变化，赵光然爸爸感激地说：“在
老师的教育下，娃娃的动手能力和生活适应能力比以
前好多了，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龙陵县特殊学校始建于2013年，学制为九年一贯
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生活适应（文化课）、康复训练
课、社团课（兴趣爱好）、实训课（生活技能）几大
类。学校秉持“让每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
教育理念，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十余年来，学校在
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
了教育公平。

“特殊教育要求老师特别有爱心和耐心，要用心
用情，持之以恒关心、关爱、培养学生，使他们学到一
技之长，走入社会后减轻家庭负担。”龙陵县特殊教育
学校校长蒋占学说。

记者手记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共同心愿。
然而，家有特殊孩子，家长没有“父（母）凭子贵”的奢望，
他们更多的是在孩子的生存问题上苦苦寻找答案。社
会的关心呵护，能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使他们与健全
的孩子一样，在幸福的社会大家庭中快乐成长。

情绪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教育
的质量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正
是教育的微妙之处，也是教育的困
难之处。

大咖谈教育谈教育

中国女教师女教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来，看看你们的寒假作业完成得怎
么样？”新学期开学，甘肃省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田家炳中学校长
李玲微笑着问。话音刚落，学生们异口
同声地说：“很认真地完成了。”这样和谐的
互动场面，在田家炳中学早已是家常事。

用宽容和耐心搭建学生进步的桥梁

“我是土生土长的积石山人，看到学
生们，就仿佛看到儿时的自己，只有走近
他们，了解他们，才能更好地引导他们好
好学习。学生的成长需要家长、老师的紧
密合作。”李玲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时刻牢记“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训示。

李玲每年多次家访，让学生感受到她
的关心，而她也在走访中发现了很多有价
值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地了解、引导学生，
教育效果非常好。

2011年，李玲带初二年级，班上的一
名同行从初一开始就纪律松散，经常抽
烟，打架闹事，不交作业，顶撞老师，晚上
多次外出上网。虽然在班上做过几次检
讨，受到处分，但他依然故我，班主任和任
课老师非常头疼，几乎到了放弃的地步。

李玲接班后，多次给这位学生做思想
工作，也收效甚微。于是，她去家访，得知
该学生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很少过问他
的情况，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照管他。李
玲首先联系他的父亲，说明孩子在校的表
现，自己的担忧。多次耐心沟通后，他的
父亲转变了思想，开始打电话关心孩子，
李玲和其他任课老师也多次鼓励，一个月
后，这位学生逐渐转变，开始写作业，犯错
次数明显少了。后来，他在运动会的篮球
比赛中表现突出，班级得了第一名，李玲
又找他谈心并鼓励，一学期下来，这个孩
子的成绩提高到班里中上等水平。李玲
很欣慰，经过大家的努力，一个花季男孩
又找到了生活的方向，而李玲也在执教路
上多了一份经验和收获。

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无论教学，还是
做班主任，李玲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在她看来，“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是教
师的灵魂”。良好的职业修养是教师职业
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师德修养直接关系到
学生的健康成长。

往事历历在目，李玲回忆起那些点点
滴滴，依然欣慰。

1999年 7月的一天，一名叫马兴岳
的孩子告诉她：“李老师，明天我要随妈
妈去西宁打工了。”她心里一惊，那么优
秀的孩子，辍学太可惜了，一定要让他留
下来继续上学。她与马兴岳聊了一个下
午 ，最终把孩子留下来了。如今，马兴
岳事业有成，他不忘师恩，2022年为母校
捐资6万元。

让学生从关爱中获得信心

“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李玲用最
简单的方式和真心唤醒一颗颗灵魂。

2007届学生罗彦平，因为父亲瘫痪，
母亲改嫁，姐姐上高中，一家五口人全靠
70岁高龄的奶奶照顾，家境极度贫困，李
玲得知后，向学校领导申请，免去了罗彦
平的学杂费，日常垫补一些费用。罗彦平
学习好又很懂事，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如
愿考上兰州大学。

2018年，李玲班上有两位家境贫寒
的学生一直在她家吃住，他们夫妻俩对两
位学生照顾有加，直至他们完成高中三年
学业，考上了大学。22年的教学生涯中，
遇到学生在生活、家庭方面有困难，李玲
尽己所能给予帮助，让学生从关爱中寻求
力量、汲取精神营养、得到生活的勇气和
信心。

全力以赴保护学生安全

2023年12月18日，突如其来的大地
震把李玲和丈夫从睡梦中惊醒，十几秒钟
后他们才恍然大悟。李玲穿着睡衣与丈
夫跑下楼，直奔学校，组织教师有序疏散
住宿生到操场，全部疏散完毕、无一人受
伤后，她才向县上领导汇报学校情况，同
时安抚学生情绪。为了不冻伤学生，她与
老师们一起组织学生在操场慢跑，其间有
一位老师发现李玲穿着睡衣，赶紧把自己
的一件衣服披在了她的身上，这时李玲才
感觉到膝盖疼，身体在瑟瑟发抖。

李玲担心学生被冻着，担心余震伤到
学生，马上组织班主任和在场教师联系家
长接孩子回家，同时用旧桌凳生火给孩子
们取暖。到19日早上10点左右，全校大
部分学生被家长接回，剩下的十几名学生
也被安全送到乡镇临时安置点。

紧接着，李玲组织全校教师分乡镇摸
排学生家庭受灾情况，捐款慰问受灾严重
的学生及家长。她联系田家炳基金会戴
大为先生，请全国45名心理学专家和教
师为学校45个班级、2469名学生、207名
教师线上开展为期3天的心理辅导。她
在线上向全校师生直播上了地震后第一
课，组织学校120多名教师到受灾严重的
大河家、刘集、石塬、柳沟4个乡镇41个
临时安置点的帐篷学校给学生授课。在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李玲坚守在校。“地震
无情，人间有大爱。学校无一师生受伤，
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李玲说。

今天，很多孩子亲切地称李玲妈妈，
李玲很感动，她庆幸自己是一名老师，也
感恩丈夫赵文斌做自己的坚强后盾，多年
来默默支持。

李玲，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

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田家炳中学

校长、高级教师。2017年被甘肃

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优秀教师，

被该县县委、县政府授予县级拔

尖人才；2018年被评为甘肃省语

文学科金钥匙导师；2019年被甘

肃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骨干教师。

艺术教育应该是甜的艺术教育应该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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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老师和学生一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