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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导航

本期主持人：

李浩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

教育，其实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积极互动、共同成长的过程。心
理学研究发现，很多问题孩子，不是由智力问题造成的，而是受不良的
家庭生态环境所致。所以，建立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是家庭教育开展
的基石。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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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
五年级的小涛（化名），最近因为

爱玩游戏，几次不写家庭作业，导致家
长被老师约谈。老师希望父母在家能
教育引导孩子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
惯。被约谈的当天晚上，父母就对小
涛一顿训斥，并告诉他“不完成作业，
就不许吃饭”。可是，小涛的奶奶却走
过来说：“人是铁，饭是钢。孩子正在
长身体，怎么能不让吃饭呢？先吃饭
再说！”一场因教育问题而引发的家庭
矛盾一触即发。

现在孩子的家庭教育基本上都是
“2+2”模式，即父母生，老人管，因为
孩子的教育问题，难免引发矛盾。在
面对家庭矛盾时，双方若急于争执，不
利于孩子的成长发展，还容易给孩子
造成“钻空子”的机会。

其实，因孩子的学业问题而引发
的家庭战争困扰着很多家长。家庭中

的每个成人都想对成长中的孩子教育
“支招”，希望孩子能吸取经验少走弯
路，成长得更好。但是，因为教育时
机、理念的差异，对孩子教育的理念与
做法也有所不同，这就直接导致了家
庭教育中的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家
庭中不妨围绕孩子的问题展开一场

“动静结合”的教育合作。
何为动？简言之，就是围绕孩子

而开展的家庭教育活动。孩子是家庭
教育中的主体，更是引发许多矛盾的
核心，这就需要父母在家庭中尽到自
己的职责，切实履行监护人的义务，并
组织其身边的人一起开展一次家庭活
动，如外出郊游、邀请同学做客、亲子
阅读等活动。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活
动中要让全家一起参与，特别是孩子
的隔代人，因为他们对于学生在校学
习的很多理解还停留在自己的孩子几
十年前的样子，对于今天学生的在校

学习生活什么样，不一定能透彻地理
解，更不会从儿童科学成长及教育发
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家庭活动中，
通过观察，长辈和父母一起发现孩子
的问题，才能寻求教育意见的统一。这
个案例中，在孩子玩游戏这个问题上，
孩子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也要进
行反思。正确的做法应是言传身教，身
教在先，言教在后，让孩子从内心认
同。首先，父母要在孩子面前做好榜
样，家长首先要养成良好的品质和修
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素质。因为真正
的教育是在自然流露中进行的。

静以处之。首先，在家庭达成统
一意见前，先不要急于处理，要冷静对
待，暂缓交锋。此案例中，孩子的奶奶
从“长身体”的角度提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家长急于分辩，一场家庭教育之
争将不可避免，孩子的问题将会被暂
时搁置，导致了“偏离目标”的问题出

现。其次，如果父母长时间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缺失了“父母角色”，没有起到
应尽的职责，这时更需要“静观”，在观察
中找到与孩子沟通的渠道，走进孩子的
内心，多与孩子聊聊天，切实解决孩子的
成长问题。当今的家庭形态中，有的是
男性因为忙于工作从而缺失了孩子的教
育，有的是女性忙于二胎而忽略了老大
的教育，或者直接推给了隔代人。缺少
父亲（母亲）陪伴的孩子，往往在性格和
行为上都存在着极大的缺失，这就需要
家庭中的父母重回教育主力军的角色，
避免家庭出现“角色缺失教育”。

教育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过程，情感与
理性交织在一起，矛盾自然少不了。在处
理孩子的教育时，既需要创造活动，在活
动中沟通心灵，更需要“静”的智慧，心平
气和地寻求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
小学）

“动静结合”处理家庭教育矛盾
刘 征

（一）

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
培养教育，舍得花钱花时间。在很多
家庭中，孩子的培养教育经费，大大超
过了成人的消费水平。家长的业余时
间，大部分也都花在孩子的培养教育
上，且无怨无悔。家长这种为孩子发
展舍得付出的精神令人感动。但是，
让人感到不放心的是，年轻夫妇在家
庭环境的精神文化建设上却不是很走
心。尤其是80后、90后夫妻，为一点
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抽屉关
没关上，衣服、鞋袜胡乱扔，锅碗洗没
洗干净等，动辄发脾气、拌嘴吵架，甚
至大打出手。

在“鸡娃”的教育环境中，有的夫
妻俩在吵嘴打架、吵嚷着闹离婚的档
口上，竟然还没有忘记、放弃孩子的
管教，一个劲儿地催促孩子写作业
——“别回头看！这不关你的事，好

好写你的作业！”我不禁想说，在这般
“枪林弹雨、刀光剑影、激战正酣”的家
庭环境里，孩子能聚精会神、踏踏实
实地写作业吗？偌大的房间里，安放
不下一个安静的三尺书桌，孩子能学
好功课吗？

我曾说过，家庭教育不单纯是个
“技术活儿”。培养教育孩子需要具
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但这不是最为重
要的。比教育方式方法更为重要的
是，首先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
庭生态环境。没有和谐的家庭关系，
祥和、温馨的家庭氛围，优良的家风，
就是有再好的教育方式方法，再舍得
为孩子经费投资，也是无济于事的。

而那些在家长的强大压力下，在
家长的严格控制下，在“虎妈狼爸”式
的“暴君”管制下长大的孩子，即便今
后能够在学业上获得高分，考入一个
好的学校，但孩子的人格和心理发展，
也常常是不健全的。所以，在这样的

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即或获得再
高的学历、学位，日后在工作生活中会
有幸福感吗？

（二）

谈及给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家
庭生活环境这个话题，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是把父母的婚姻关系处理好。因
为父母的婚姻关系是家庭的“轴心”，
处理好夫妻关系是家庭建设中基础性
的建设。

父母的婚姻关系如何稳定？不少
年轻人喜欢使用这样一个流行词汇
——“经营婚姻”。但我却从来没有接
纳、认同过这个词汇。

所谓“经营”，本意是经度营造。
引申为筹划营谋。一般情况是专指经
管、办理经济事业。在市场经济社会，
市场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就需要策
略。“策略”，即计策谋略，就是具体的
手段。实施策略，有时候就需要有“手

腕儿”。于是，有人就把市场运行的规则
任意“泛化”，发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
一切都有了“商业化”的味道儿。婚姻可
以靠“经营”吗？

家庭是个很特殊的社会组织形
式，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种特殊
的人际关系。父母要给孩子一个好的
成长环境，就需要夫妻关系的稳定，这
需要的不是“经营”，而是夫妻俩对婚姻
的珍惜、感情的投入、爱情的加深，靠的
是专注、忠实、忠诚、守护、奉献、付出。
要想把孩子培养教育好，家长首先要修
身、齐家，严于律己，加强自我约束，自
觉抵制社会上的种种诱惑，聚精会神地
把家庭治理好、建设好。夫妻要建立和
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用良心、爱心，珍
惜、呵护婚姻家庭，创造良好的家风，
给孩子和家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生
态环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
育学会家庭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家庭教育重在营造良好家庭气候
赵忠心

江苏省教育厅日前出台《关于加强与
改进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中小学、幼
儿园的家庭教育指导职责，推动家庭教育
指导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意见》指出，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
是指中小学、幼儿园为提高家长的家庭
教育素养而提供的专业性支持服务和引
导，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
园的工作职责。当前，家庭的教育仍存
在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
要求等现象，影响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
发展。家庭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提
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力量，承担着重
要的责任和使命。

《意见》要求，中小学每学期组织
1-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幼儿
园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家庭教育指导和
2次亲子实践活动，学校要通过实地家
访、沙龙访谈、视频群聊等方式，探索适
应新时期家长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家访形
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得收取任
何费用。其中，幼儿园要重点指导家长
带领幼儿感知家乡和祖国的美好，培养
劳动意识；小学要指导家长保证儿童每
日睡足10小时，不盲目攀比学习成绩，
定期检查视力，培养一两项能终身受益
的体育爱好；初中要针对少年青春期身
心变化，适时适度开展性教育，预防网络
游戏成瘾和手机依赖；高中要重点引导
青少年树立国家意识和理想信念，确立
职业生涯规划，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张惠娟）

江苏：

将家庭教育指导纳入
中小学幼儿园职责

本报讯（记者 张惠娟）从“罗彩霞
案”到“山东冠县农家女案”……近年来，
有关冒名顶替入学的事件不时被曝光，
严重影响教育公平，引起公众义愤。据
新华社消息，针对社会关切，1月20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教育法
修正草案拟进一步明确冒名顶替入学相
关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对现行教育法第七十七条
进行了修改，提出在招收学生工作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教育
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
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修正草案对上述法条进行了
完善，新增两款，分别规定冒名顶替入学
及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姓名
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行为的法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通过提供虚假材料、
隐瞒事实真相等欺骗手段，冒用他人姓
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的，由教育行政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撤销入学资
格并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
年以上三年以下；已取得学位证书、学历
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颁发机构
撤销相关证书；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
法给予开除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修正草案规定，与他人串通、允许他
人冒用本人姓名和入学资格顶替入学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
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
年以上三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已经成为公职人员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教育法修正草案拟明确
冒名顶替入学行为法律责任

一天早晨，先生给我打来电话恼
羞成怒地吼道：“臭小子又给我惹祸
了。班主任老师打电话说他把同学推
倒在地，同学头磕破了正送往医院，让
我们也赶过去。”

“宝儿怎么样？”我惴惴不安地
问道。

“都啥时候了，还有工夫管他。让兔
崽子在学校待着，好好给我反思反思。
等晚上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他。”爸爸说。

“不行，我得去学校看看宝儿，你
先去。”我也担心孩子。

“你赶紧给我往医院赶！”电话那
头爸爸继续歇斯底里地喊着……

这段对话很容易让人感受到爸爸
与妈妈遇到问题时思维、表达、处理方
式的不同。虽然这很难断定是非对
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似乎爸爸们更
赞成“赶去医院”的说法，妈妈们在仔
细思量之后更愿意选择“去学校看
看”。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男人来自火
星 女人来自金星》一书。书中提出
了一个十分形象有趣的理论——男人
和女人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天生不
同，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
星”。在生活中也不难发现：男人思维
偏向理性，通常为直线型思维。而女
人的思维偏重感性，通常是曲线思
维。男人更看重行动，女人更关注内
在感受。所以在面对和解决问题时，
男人善于就事论事，直奔主题，就像对
话中的爸爸再三强调要直接、立刻处

理“突发事故”所造成的结果。女人往
往更善于捕捉自己及他人的情感体
验，寻求或给予情感支持，而非直接解
决问题。

但是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却出现
了转折——

放下电话后，我直奔学校门口，门
卫帮忙给老师传了话。不一会儿数学
老师领着孩子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只见小宝背着书包，低着头，怯生生地
挪着脚步走到我跟前。老师赶忙上前
一步说：“今天这事不完全怪小宝，是
同学……”没等老师把话说完，我一把
将小宝拉进怀里，小小的身体，在妈妈
怀里不停地抖动着。我低声在小宝耳
边说：“宝儿不怕，无论发生什么妈妈
都在你身边守护你。”话音刚落，小宝
号啕大哭起来，妈妈俯下身紧紧地抱
着小宝。过了好一会儿，妈妈帮小宝
擦干了眼泪说：“宝儿，妈妈带你去医
院看看受伤的同学好吗？”小宝使劲点
点头。

去医院的路上，听着小宝描述着
那惊心动魄的时刻，妈妈真诚地与小
宝交换了意见：“虽然这件事责任不在
你，但是必定同学是因为你才受伤
了。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勇敢面对并承
担起应有的责任。如果换作受伤的人
是你，又会怎样呢？”

到了医院，小宝主动向同学的家
长鞠躬以示赔礼道歉，同学的妈妈也
表示是错怪了小宝。小宝又走到同学
面前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两个小

男子汉哭了起来。
回到家，爸爸将小宝带进书房，妈

妈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怕他“收拾
他”。可是，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爸爸摸着小宝的头，和蔼地和孩子分
析了冲突发生的原因，并教会他处理
伙伴关系的方法。小宝认真地点着头
应答，父子俩会心地笑了。

可以看出，男人的理性与女人的
感性并非水乳不容。理性需要感性的
温柔，感性同样需要理性的坚定。其
实，任何一个人在面对问题时都不可
能只有理性或者只有感性的一面，特
别是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无论是爸爸
还是妈妈都要学会在感性的爱中理性
地把握原则与尺度，做到“温柔地坚
定”。而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作为
实施家庭教育的共同体亦应如此。

父母如何在理性和感性交织中学
会爱孩子，处理好教育中的各种关系？

了解差异。两个有着不同家庭背
景、气质性格、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
人从芸芸众生中相遇，恐怕很难用几
个月、几年的时间真正了解彼此。心
理学家皮亚杰做过一个著名的三山实
验，以此来证明儿童的“自我中心”特
点。虽说实验广受批评，值得借鉴的
是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成人又何尝不是
站在某一个角度（甚或自我的角度）了
解看待某个人，某件事。如果愿意，不
妨放下偏见、卸下面具，带着一份“好
奇”，重新开启“探究”的旅程；带着一
份“执念”，学会构建“求同存异”的模

式。《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知彼知己
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个道理同
样适用于家庭生活、婚姻、家庭教育。

顺势补台。补台一般运用在职场
中，是指帮助别人把事情做好。企业、单
位如此，一个家庭更应如此。遗憾的是
中国的很多家庭成员之间更善于拆台。
拆台的原因多半是个人情感、各自利益
驱动。令人倍感滑稽的是父母们在教育
孩子时常常也会相互拆台，嘴里说着“都
是为了孩子好”，实际带给孩子是加倍的
伤害。更有甚者，其拆台的目的只为让
孩子坚信自己付出的更多，以此博得孩
子更多的爱与信任，却不知道这么做不
仅让孩子缺乏安全感，更教会孩子自私
狭隘、抱怨逃避。补台并非很难做到，懂
得换位思考、学会倾听沟通、达成协作共
识，遵守大局原则（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
律，人生长远规划），在实践中不断尝试
总结经验，便很容易形成默契。

恰当回避。家教协作中也要懂得及
时退出。当遇到确实棘手而难以处理的
问题，当对方（特别是孩子）的情绪因某
个人而异常冲动，当我们很容易被卷入
到某一事件并诱发不良情绪，不妨选择
回避，选择更合适的一方解决问题。例
如，妈妈因为工作、身体等问题的困扰，
很难平和自己的情绪时，不妨求助或放
手给爸爸。懂得回避不是逃避，是爱自
己的表现，爱自己才有能力真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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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和感性的交织中爱孩子
马 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