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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孩子立场”对父母、教师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每个人都
往往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
往往把孩子视作达成自身目标的手
段和自我超越的工具，而不是把孩
子当做一个平等的人格主体来彼此
成全。

坚持“孩子立场”，不能仅仅看
成是一个用以提升教育效率的有效策
略，更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一个管教孩
子的有效方法。站在孩子的立场，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关于教育的

“认识革命”“思想解放”。家庭要从
“子女必须顺从长辈、听命父母”等
“权威、等级”甚至“专制”的旧有
观念中挣脱出来，营造以“平等、尊
重、肯定”等为价值观的新家风；学
校要从“应试本位、知识本位、分数
本位”等固有思维中解放出来，从冷
冰冰的分数转移到活生生的生命。唯
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
一，站在孩子的立场。以下分享一些
主要的原则和策略：

理解孩子的情绪。站在孩子立
场，就是和孩子的内在世界发生联
结。情绪是每个人的内心感受经由身
体表达出来的样态，理解和认同孩子
的情绪是和孩子站在一起的最为简单
有效的方式之一。一个不能接受和理
解孩子情绪的教育者无法真正地获得

孩子的信任，因此也就失去了和孩子
站在一起的机会，难以和孩子建立起
有效的交流与沟通。特别是在孩子
出现负面情绪时，教育者不能对其
情绪视而不见，甚至加以斥责否
定，简单粗暴地制止，而是应该自
然地接受孩子的情绪，和孩子一起
梳理情绪背后的问题，积极地实现
负面情绪的正面价值。理解孩子的
情绪，要求教育者管理好自己的情
绪，这是对教育者巨大的挑战，要
求教育者克服自身自动化的“情绪
化反映”，自觉地迁善自己的情绪选
择，对教育者来说，就是一次次的
自我成长过程。

相信孩子的动机。站在孩子的立
场，需要能够看见孩子的内在动机。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指出，一个人做
一件事，不是为了得到一些乐趣，便
是为了避开一些痛苦。教育者应自觉
地“看见”“发掘”孩子的正面动
机，尤其是面对“问题孩子”或者犯
了错误的孩子，如果教育者能够和这
些孩子的正面动机站在一起，那么就

能做到和孩子的“真我”在一起，孩
子就更有可能打开自己的心扉，看见
自己的模式和不足，因为动机是孩子
的内在需要和目标，承认肯定孩子的
动机，就能获得孩子潜意识层面的信
任。同时，接受孩子的动机，并不代
表接受孩子的行为，教育者在肯定

“问题孩子”正面动机的同时，要说
明否定其行为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教育者和孩子一起探索更好的做法，
把这当做双方的共同目标，彼此便会
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关系，从而更有效
地帮助孩子作出改变。

看见孩子的努力。站在孩子的立
场，要善于关注和肯定孩子的努力。
教育者要坚持这样一个教育信仰，即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股“向上、向善、
向美”的力量，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无
限的发展动力和可能，即使是那些所
谓的“问题孩子”，教育者也应该清
晰地看到“不努力”背后的真相——
孩子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或努力受到
了外在的伤害、阻碍。如果教育者长
期忽视或否定孩子的努力，便很有可

能造成孩子的自我放弃。以笔者接触
过的一位曾经患有抑郁症的学生为
例，他长期与内在的心理问题作斗争
所付出的努力，在他身边的人看来只
是“矫情”“颓废”“不负责任”等，
这些评价一度让他有轻生的念头。教
育者要防止出现把孩子心理问题“道
德化”的倾向，对孩子在乎的核心价
值——道德人格的否定，极易成为压
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下愈加激
烈的竞争环境，让很多孩子都承受着
各种压力，没有人真正想要“躺
平”，除非努力找不到意义。教育者
和孩子站在一起，就是要看见和肯定
孩子的努力，给他们的努力赋予意
义、希望。

感恩孩子的存在。站在孩子的立
场，要发自内心地感恩孩子。孩子是
我们生命的延续，是国家的希望，是
社会的未来，关注孩子就是关注我们
人类的命运。但是正如教育家蒙台梭
利曾指出的那样，“所有人都关注儿
童的未来，但是恰恰没有人关心儿童
的现在”。我们总希望孩子能够学会

感恩，却很少有人真正去感恩孩子，很
少有人真正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纯
真善良、简单快乐、活泼好动、好奇有
趣等，在内心深处看见孩子对我们的重
要意义。感恩孩子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
者反思，我们能给孩子带来什么，而不
是期待孩子给我们什么回报，思考如何
更好地为孩子付出而不是更多地向孩子
索取。这样的感恩心态能让教育者摆脱
功利心态，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而不是

“一时之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教
育者要认识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就是成人
成才，和孩子站在一起，就是要带着感
恩的心重新审视和发现孩子。

敬畏孩子的生命。站在孩子的立
场，需要敬畏生命，敬畏孩子。生命是
大自然最为神奇的创造，孩子就是大自
然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
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
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当我们的教育
以“爱”的名义把孩子作为“征服”的
对象，“肆无忌惮”地通过言语、身体

等对孩子的身心施加伤害时，孩子会以
各种逆反、对抗，甚至伤人或伤己等极
端方式来报复成人世界的“控制”。美
国心理学与脑研究专家盖瑞·马库斯在
其著作《怪诞脑科学》中提到，我们人
类大脑的进化并不完美，我们的认知存
在种种失灵和缺陷的可能。和孩子站在一
起，就要自觉地和孩子的问题、“非理
性”站在一起，教育者要允许孩子出错，
理解孩子的不足，接受孩子的“失败”。
敬畏孩子的生命，就要自觉地认识到生命
因独特而弥足珍贵，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
替代的、不可逆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
应该给孩子空间，对孩子信任，还孩子自
由，这当然不是娇纵与放任，而是站在孩
子的立场，和孩子一起成长。

当下社会热议的教育“内卷”问
题，很大的原因在于教育的错误站
位，成年人占据了“剧场”，把孩子抛
在一边，造成了“无人的教育”，这是
一个所有教育共同体成员“共输”的
选择，这样的代价是我们无法承受
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和孩子站在一
起，必须要让生命回归教育的主场，
让孩子站在舞台的中央，这是我们包
括父母、教师在内的每个教育工作者
的使命，让我们和孩子携起手来，一
起走在成长的路上。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思政部讲
师，博士）

3 怎样坚持“孩子立场”？

在现实的教育生活中，很多父
母、教师一味地站在“道理的立场、
规则的立场、知识的立场、成才的立
场”等，认为孩子就应该服从和服
务于这些重要的价值和立场，这也
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教育者必须清
晰而自觉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的教
育没有孩子的自主、自觉、自愿参
与，成年人就只是打着“教育”的
旗号自欺欺人。因为道理需要让孩
子在社会实践中内化；规则需要让
孩子在订立执行中认同。以下从孩
子的角度，试着谈谈站在孩子立场
的重要价值。

满足孩子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站在孩子立场”的直接应然表现就
是“和孩子站在一起”，尤其是当孩
子出现挫折、失败等问题，或是困
惑，委屈、受伤等负面情绪的时
候，父母、教师能够在第一时间站
在孩子的立场，理解和感受孩子的
内在，这将极大地满足和增强孩子
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两点在人本
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看来，是人的

需要层次里极为基础的两种需要。
孩子如果缺乏这两种基本需要的满
足，将直接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不仅无法保证孩子的未来发展，更
会引发孩子当下的诸多问题。

有学者研究发现，孩子一旦失去
人们的关心和爱，其潜意识便会引导
他将很多遭遇“辨识”为受到危险，
从而启动内在生命的求生模式，于是
变得焦虑、恐惧，并伴随孤独感、戒
备感，出现心灵上的“无家可归”，
这不仅影响孩子的正常人际交往和学
习状态，还会让孩子出现过激反应和
冲突行为，这样的孩子极易成为“问
题孩子”。反之，不管孩子遭遇到什
么样的境遇，父母或者教师如果能够
始终站在孩子的立场，看见孩子的初
心和动机，和孩子一起承担责任，帮

助孩子走出低谷，给予孩子一贯的关
心和呵护，就能够提升孩子的人际信
任水平，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满足
能让孩子的潜意识关闭“求生”模
式，开启“生活”模式，孩子的各种
利他、合作、主动等亲社会行为就会
顺利而自然地发生，产生的积极情绪
体验能够让孩子产生好的学习状态和
效果。

提升孩子的自尊感和价值感。
“站在孩子立场”的另一个重要的表
现就是对孩子的认可和肯定，这两点
对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和自我价值有
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阿德勒认
为，由于每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处于
劣势，“自卑感在每个人的生命之初
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自卑感本身不
是问题，因为自卑感可以转化为个人

和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在于，如果
成年人对孩子过于苛责和要求，孩
子会产生无能为力、孤立无助的感
觉，这会固化、加剧孩子的自卑
感，要么引发孩子寻求过度关注、
自负、报复等“过度补偿”行为，
要么导致孩子产生“我没能力”“我
没可能”“我没资格”等自我否定等
低自尊心理，甚至会出现破罐子破
摔、不珍惜自己生命的极端行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德勒认为

“嘲笑儿童简直是一种犯罪行为”。
当我们站在孩子立场去认可和肯

定孩子的时候，就是帮助孩子在成长
中摆脱自卑感和无助感，帮助孩子建
立自尊、自信、自爱等自我价值。在
生活中，自信的孩子，生命总是充满
了希望，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有着

身心和谐的力量，在逆境中他们不屈不
挠，在顺境中他们热爱并享受人生。一
个自尊的孩子，才会懂得尊重他人，自
然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自信的孩
子，也会信任别人，自然会得到更多的
信任；一个自爱的孩子，才会学会爱别
人，自然也能得到更多的爱。当我们愈
加认识到建立起孩子的自尊和价值系统
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更自觉地认识到

“站在孩子立场”的必要性，在任何时
候都要坚定地和孩子站在一起，成为孩
子相信和依靠的力量。

激发孩子的勇气和潜能。当我们能
够站在孩子的立场，建设孩子足够的安
全感、归属感、自尊感、价值感等这
些健康身心的“基础工程”时，就能
激发出孩子向上超越的动力和活出自
己的勇气。当孩子认为父母、教师在

其背后鼓励和支持他的“冒险”，甚至
愿意一起分担或承担风险时，孩子就会
更加愿意尝试和参与挑战、突破，也更
敢于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去拿到
更多“赢”的体验，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的价值感，拥有更大的勇气。这样的孩
子更能弘扬生命的个性，发挥生命的潜
能，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勇于做
最好的自己。

很多时候，在生活中孩子缺乏的不
是能力，而是勇气。孩子的勇气是来自
父母、教师肯定基础上的自我接纳，包
括对自我不足的接纳，这样的接纳将
会极大地消除孩子前进道路上的担忧
恐惧、自我否定。特别是当一个孩子
在遇到挫折和困惑时，成年人如果能
够及时地出现，并给予孩子积极的帮
助，就会让孩子快速地从负面情绪中
走出来，接受和面对现实，以更大的
决心和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孩
子站在一起，孩子才有可能和整个世
界站在一起，父母和教师给予孩子背
后的支持和肯定，将会成为孩子追求
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2 为什么要坚持“孩子立场”？

对于什么是“孩子立场”，一般
人会从“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

“要和孩子换位思考”“想想假如我是
孩子”等角度去思考和回答，这些当
然都是对的，需要强调的是理解“孩
子立场”的关键不在于“换位”，也
不在于“立场”，因为在现实中那些
打着“孩子立场”，对孩子说着“我
这是为你考虑”，却屡屡让孩子受害
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是我们对

“孩子”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我们对待
孩子的立场，因此理解“孩子立场”
的关键在于理解孩子。以下几个分析
视角试着帮助读者理解孩子，从而更
好更自觉地站在“孩子立场”。

从必然性理解孩子的问题。必然
性是指孩子出现的任何行为和表现，
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都是有内在
原因的，孩子表现的“好与坏”本质
上源于教育行为中的“对与错”。正
如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如果想对
一个人的性格做出公允的评价，就一

定要了解其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
教育者只有认识到孩子发展中的种种
必然性，才能避免教育生活中的“指
责”“失望”“纠结”等“不接受”

“不面对”“不放下”行为，才能真正
地理解孩子、接纳孩子、看见孩子，
才能“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地站
在孩子的立场。

从生命性理解孩子的本质。生命
性是指要站在生命的立场来理解孩
子，不能把孩子当成“工具”“物
品”“手段”。把孩子理解为生命，就
是要看见孩子是“活的”“动的”，孩
子是会成长的、创造的、有活力的，
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更新、自我突破之
中。站在生命的视角，“孩子”更应
该理解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把
孩子理解为生命，就是要看见孩子是
有内在需要的、有情感的、有尊严
的、有追求的，需要我们去关心、走
进、联结、唤醒，不能把孩子当做

“物”去控制和使用，而是把孩子当

做“生命”去感受和理解。只有当教
育者站在生命的立场，也才能“精
准”地站在孩子的立场。

从独立性理解孩子的身份。独立
性是指孩子有其独立人格和身份，并
不“隶属于”父母。思想家纪伯伦曾
在他的诗中写到“你的子女，其实不
是你的子女……他们在你身旁，却并
不属于你”。很多父母认为孩子是自
己生命的一部分，将自己的梦想寄托
在孩子身上，以爱的名义把孩子塑造
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样的爱对孩子
来说是“不公平的”“痛苦的”甚至
是“残酷的”。同时要看到，孩子在
儿童发展时期，并不是成人的预
备，也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彼此
独立的。不能承认孩子具有独立人
格，父母和子女之间就难以有真正
的尊重，对孩子的“爱”容易演变
为“控制”和“命令”，就会埋下很
多冲突的种子。承认孩子的独立
性，把自由还给孩子，孩子才能展

翅高飞，当父母不再“囚禁”孩子，
其实也是父母找回了自己的自由，建
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家庭关系更
能成全彼此的成长。

从主体性理解孩子的动力。主体性
是指孩子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于其自身，
谁也无法替代孩子。改变孩子的只有孩
子自己，包括父母、教师在内的任何
其他人都无法直接改变孩子，除非孩
子愿意自我改变。教育者看不到孩子
发展的主体性，就会“包办”“代替”
孩子的生活，变相地剥夺孩子发展的
空间和能力，或者无视孩子身心发展
的规律“揠苗助长”，不仅徒增家庭教
育的“内耗”，而且容易制造亲子矛
盾、扭曲亲子关系。教育者认识到孩
子发展的主体性，就是要想方设法呵
护、引导孩子愿意成长和发展的内生
动力，帮助孩子树立“我要”的自
觉，增强“我能”的信心，提升“我
敢”的勇气，发掘孩子的内驱力，帮
助孩子自主、自立、自律、自强、自

我超越，做自己生命发展的主人。
从差异性理解孩子的独特。差异性

是指没有两个孩子的先天遗传条件是一
致的，也没有两个孩子的后天环境是一
致的，因此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
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教育者看不到
孩子发展的差异性，就会简单地拿孩子
做相互比较，一方面会阉割孩子的天赋
秉性，遮蔽孩子的特点优势；另一方
面也容易导致孩子身心受害，迷失自
我。教育者必须认识到“发生在这个
孩子身上的事，不能假定发生在另外
一个孩子身上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世
界犹如花园，美在百花齐放；生命犹
如花朵，美在各美其美。教育者要做
的就是对每个孩子的欣赏和嘉许，教
育者的责任就是让每个孩子都看见自
己的天赋，懂得自己，欣赏自己、喜
欢自己，然后真正做自己，做好自
己，做最好的自己。

坚持“孩子立场”并不意味着认为
孩子总是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地袒护孩
子，也不是娇惯和放任孩子，更不是所
谓的“唯儿童中心主义”，而是站在孩
子发展的角度去看见、认识、理解、感
受、尊重孩子，从而更好地引导和帮助
孩子。

1 如何理解“孩子立场”？

请站在孩子这边
——谈谈教育中的“孩子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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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成都49中学学生坠楼事件的真相大白，全社会愈加关注青少年身心
的问题，从警方公布的信息看，当事人小林在事发前有自我贬低的言论，存
在忧郁、自我否定、多虑等情况。联系到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西安一位12岁
女生跳楼身亡的报道，在她的记事本上写下了留给世界的最后文字：“家不
是依靠，而是假笑应对的场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孩子会选择逃避、
自我否定？为什么孩子会出现忧郁现象，孩子所说的依靠究竟是什么？如何
理解和满足孩子的真实需要？父母、教师等教育工作者需要在观念和行为上
如何与时俱进？本期特别关注。

从宏观的社会共识到微观
的教育常识，需要包括父母、
教师在内的每个教育工作者的
一次关键的“立场转换”：从
抽象地谈论和坚持某些教育原
则、方法的“道理立场”，从
单向地强调成人世界的责任、
义务的“规则立场”，转换到
真正地促进和帮助教育对象成
长的“受教育者立场”。也即
需要我们站在孩子的立场，拥
有儿童的视角，这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理解为教育中的站位意
识。从“道理立场”“规则立
场 ” 转 换 到 “ 受 教 育 者 立
场”，这是教育中的“惊险跳
跃”，如果失败，那么不仅教
育变得无效，孩子的身心健康
更是会受到伤害。

这里谈及的受教育者包括
儿童、未成年人，为了叙述方
便，在下文中“受教育者立
场”统称为“孩子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