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热爱

“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好”“如

果我不管他，他怎么可能进步 ”……这

些家长的话可能每个人都很熟悉 。 为

了让孩子不变坏 ， 家长必须 “掌控 ”

孩子成长全过程 ， 这似乎是很多家长

的想法。

如今年轻的家长逐渐意识到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 ， 但令人担忧的是 ，

很多时候 ，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过于

焦虑和强势 ， 很容易让亲子关系背

离教育的初衷 。 因为职业关系 ， 我

总能接触到不少或焦虑 、 或智慧的

家长 ， 他们的育儿故事总能给我们

一些启示 。

■格非

■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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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知道格非 ， 是

因为他的文学作品 ， 这位茅

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

得者 ，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的长聘教授 。

身为大学教师 ， 他对如何为

师有他自己的见解 。 在他看

来 ， 教师是一个不允许有太

多任性和偏见的职业 ， 不仅

对人 ， 还包括对学问 。 教师

还是一个必须不断学习 、 探

索从而更新自己知识结构的

职业 。 这些都是一名合格教

师的标准 。 日前 ， 他在华东

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更是提出，

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是每一

所师范院校培养学生的基本

目标 ， 同时也是对师范类专

业人才培养最高要求。

立足孩子未来独自立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之以欲

曾经有一位 8 岁孩子家长的自省

随笔， 深深震撼了我 ， 我也想分享给

现在年轻的家长：

今晚的作业写到最后 ， 这小子彻
底疯了， 原因是最后检查数学作业时
查出了几道错题 。 他开始像疯了一样
打自己、 打床、 撕纸 、 扔东西 ； 他不
停地说： 不想上学 ， 不想写作业 ， 不
想每天都被作业占满， 他说他活得生
不如死 ， 他说让我给他开窗他要跳
楼， 他说要给拆迁办打电话把学校拆
掉……说了很多很多。

我坐在他身边 ， 先是静静地看着
他砸东西 、 打自己 、 骂人……那一刻
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升起 ： “你什么
都不需要做， 只是静静地陪着他 、 允
许他、 看见他就好。” 等他激烈的情绪
过去之后， 他开始缩在那里哭泣 ， 我
一边拿着纸巾帮他擦眼泪 ， 一边伸手
抱住了他的肩膀 ， 那一刻 ， 他所有的
情绪、 感受都被我看见 ， 也都被深深
地理解了。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 ， 一边说
着各种过激的话 ， 一边哭泣着 。 我陪
着他， 知道这些都是他内心此刻需要

经历的一个过程。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他突然跟我说 ： “妈妈 ， 周末我可不
可以玩游戏？ 这样我可以平衡一些。”

我说可以。

他又说 ： “我知道的 ， 作为一个
学生， 不写作业不可能 ， 但我真的很
烦， 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 每天都有
作业 ， 想到作业我都不想活了 。 ”

我说 ： “妈妈知道的 。” 他说 ： “妈
妈， 我真的太难了。” 我说： “嗯， 妈
妈知道的。” 他说： “玩游戏可以让我
心里平衡些 ， 不然我就觉得没有希望
了。” 我说： “嗯， 妈妈知道的 。” 他
说： “妈妈 ， 没事了 ， 我知道的 ， 我
不可能拆掉学校， 也不可能真的去死，

只是说说 。 这些只是我现在的想法 ，

说不定明天 ， 我就又没那么讨厌写作
业了。” 我说： “嗯， 妈妈知道的。”

他说： “妈妈， 我累了， 没事了，

睡觉吧。” 然后， 秒睡过去了。

而我 ， 却久久无法入睡 。 我开始
发现， 原来 ， 一个八岁的孩子 ， 他本
就已经具有自我整合的能力 。 一个半
小时的时间， 所有的这些激烈的情绪，

都在他自己的内在被整合了。

我在反思 ： 过去的那些年里 ， 在
我没有能力承载他的那些年里 ， 我对
他进行了多少的干扰 ？ 我有多少次阻
止、 破坏了他自我修复、 整合的能力？

我开始体验并意识到 ： 父母的成长与
自我修行， 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 才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这个案例中 8 岁儿子的表现 ， 我

们称之为 “爆发性情绪”。 当自己爆发

“爆发式的情绪” 能量， 有些失控、 抓

狂的时候， 父母是如何对待你的 ？ 父

母有没有非但不理解甚至还与你的情

绪对抗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完

全没有人懂自己 ？ 是不是会觉得在最

脆弱时被家长一盆冷水浇下来 ， 甚至

还会被打一顿， 你好像孤独无依地被

扔在这个世界。

当孩子在极端 “爆发式的情绪 ”

能量发作的情况下 ， 他的内心是最脆

弱的。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无

条件地拥抱他， 无条件地允许他发泄

出来， 他就会觉得幸福。

对待 “爆发性情绪 ” 的第一步应

该是感知它。 待孩子第二天 ， 状态恢

复了， 家长可以找孩子谈一谈 。 这是

第二步———提醒。 “当你昨天发脾气的

时候， 自己感觉怎么样？” “你是不是

感觉到有一个从外面来的东西控制了

你， 让你说了内心不想说的话 ， 让你

做了内心不愿意做的事？” “让我们给

他起个名字吧！”

这就是父母和孩子一起面对问题

的表现。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 要做好

孩子的 “情绪教练”， 首先是帮助孩子

觉知这种情绪的存在 ， 然后是感知它

并学会锁定它 。 以后每当孩子类似情

绪爆发的时候 ， 家长都用这三个问题

帮助孩子去觉知这个情绪并锁定它 。

慢慢地引导孩子能够主动觉察并不断

修正这种状态 ， 随着孩子的成长 ， 你

会发现 “爆发式的情绪 ” 发生间隔的

时间会越来越长， 能量也会越来越小。

教育从来都是双向的 ， 而不是

“我们有很多经验， 希望孩子能接受；我

们有很多教训，希望孩子能避免 ；我们

有很多缺憾， 希望孩子能弥补……”所

谓父母子女缘分一场 ， 也不只是看着

对方的背影慢慢远去， 而是彼此观照，

互相成全， 努力探寻父母与孩子的最

佳共生模式。

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互为镜子，彼此成就、一起成长

去年 ， 我接到一位母亲的咨询电

话。 电话那头 ， 母亲泣不成声 ， 因为

她第一次动手打了孩子 。 这是一位九

岁多动症孩子的妈妈 ， 面对孩子的问

题， 她想尽办法 ， 却毫不见效 。 当她

动手打孩子时 ， 她想的是 ： “这样的

孩子以后怎么办？”

多动症又称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ADHD) 困扰， 我国现在的多动儿比例

大约是 5%到 8%， 这些孩子智力正常，

但注意力短暂 。 这类孩子的家庭教育

是个难题。

我在接待这类家长时 ， 会聚焦一

个问题： 孩子有问题 ， 我们家长该用

什么心态来面对？

我往往先和家长分享 “猎人—农

夫” 的多动儿理论 ： 其实远古的人类

都是多动的， 如果不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 如果一有风吹草动不马上采取行

动 ， 早就被环境淘汰了 。 直到 12000

年前， 人类走向农业社会 ， 开始定居

下来， 环境的改变才使过去的长处变

成短处了。

因此 ， 这个理论认为多动儿其实

没毛病， 只是生错了时空 。 现在有学

者把多动症的人叫作 “有爱迪生基因

者”。 爱迪生念小学时， 老师要求他的

父母把他领回家 ， 免得干扰别的孩子

上学， 但他却是有史以来 ， 获得专利

最多的人。 这类孩子总能出色地完成

工作， 却难以关注细节 。 家长应该接

受他们的不一样。

而另一个故事 ， 则发生在成绩

优异的孩子身上 。 一位阳光自信又

开朗的所谓 “尖子生 ” ， 却 在 刚 进

高 中 不 久 后 的 一 个 傍 晚 哭 着 给 自

己 的 妈 妈 打 电 话 说 数 学 考 了 班 级

倒数第一 ， 心理差点 “崩溃 ” ： 感

到 丢 人 ， 怕 同 学 嘲 笑 、 老 师 不 喜

欢 、 爸妈失望……

这位孩子的家长是一名经验丰

富 的 班 主 任 ， 她 做 的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 抱着女儿让她哭个够 。 等女儿

冷静后 ， 她 问 ， “那你考得不好 ，

同学嘲笑你了么 ？” “老师说她不喜

欢你 ？ ” “妈妈失望了么 ？ ” 对妈妈

的这些问题 ， 女儿的回答都是 “没

有 ”， 她反而回忆起 ， 同桌一直在安

慰她 、 老师第一时间和她分析了试

卷 。

于是 ， 妈妈用开玩笑的语气 ， 祝

贺女儿终于考了最后一名 ， 从此不要

担心退步， 甚至每次都是进步！

女儿后来说 ， 这件事对她的影响

很大 ， 进高中前她一直是名列前茅 ，

但是经常会在考试前梦到自己考砸了，

同学嘲笑她， 那种 “高处不胜寒 ” 的

滋味让她丝毫不敢放松 。 这是多么可

怕的一种压力 ！ 但这一次考砸 ， 妈妈

问的这一串问题让她发现天也没塌下

来， 反而让她理解了分数不过就是个

数字。

这位班主任成功地把女儿考砸这

件事， 转化为了成长过程中的一次修

炼 ， 用人生的经历给孩子上了一课 ，

跟她一起面对了人生的挫折和不确定

性。 这一次， 她们两个是共同的战友。

她们成功了！

好的家庭教育不是发指令或提要求，而是接纳孩子和他们站在一起解决问题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孩子的降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
起点，是我们每个父母都能看到
的，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看
不到孩子的终点。他们未来的旅
程，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景色和险
阻，我们未必更有发言权。那么，
究竟什么是好的家庭教育？
身为母亲，同时又是一名教育

工作者，分别担任过 10 多年班主
任和校长，祝郁看过太多焦虑的家
长和不当的家庭教育给孩子带来的
伤害。在她的实践中，好的家庭教
育不是家长为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
成长环境，而是家长和孩子共同面
对问题并解决问题；也不是家长充
当孩子的纠错师，不断找出孩子的
不完美，力图塑造完美孩子，而是
和孩子互为镜子，共同成长；好的
家庭教育还要激发孩子不断自我成
长的动力。 ———编者

我在迎园中学做校长的时候 ， 每

年 7 月我们的六年级新生的家庭都会

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 一份是孩子被

学校录取的录取通知书 ， 一份是家长

被迎园中学家长学校录取的录取通知

书。 四年的初中生活 ， 迎中的家长必

须完成家长学校的必修课和一定数量

的选修课， 一般第一讲是由我来讲的，

第一堂课上我总是会给家长这样一道

思考题：

如果你想让孩子造出一艘大船 ，

首先要给予他 __________。 （他做什

么？ 或者给他什么？）

如果想让孩子造一艘大船 ， 无论

是给他木材 、 给他工具 、 教他航行 ，

都不足以让他完成造船的任务 。 但如

果是我们让他 “爱上大海” 呢？ 是啊，

一个人如果无限向往大海 ， 他自然会

寻找工具、 摸索方法， 最终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只有热爱才能调动强大的内驱力，

向着那个渴望的目标 ， 自主学习 、 破

解难题、 创新突围 。 给孩子平等的视

角看待世界 ， 引导他们由好奇发问 、

自我探索、 思考 ， 最终形成自己结论

的闭环。

当下 ，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

不应以传授知识结论为最终目的 ，

更 应 关 注 引 导 孩 子 收 获 探 索 未 知

世 界 的 价 值 观 和 方 法 论 。 因 为 ，

教育是要为学生想象不到的未来做

准备 。

家长要让今天的孩子做好这样的

准备： 他们在未来将从事目前尚不存

在的工作， 他们要使用现在还未发明

出来的技术， 他们需要解决我们从未

想到过的问题 ， 他们必然在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上对我们这一代人进行迭代，

最终超越我们。

（作者为嘉定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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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 1981 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这个美丽的校园中学习 、 工作了 20 年 ，

直至 2001 年我调到北京教书， 迄今也已整

整二十年了 。 我也许可以来简略地谈一

谈 ， 我的大学生涯 ， 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

什么 。 或者说 ， 与其它著名大学相比 ， 华

东师大的办学理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有何

特殊之处？

当然， 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来描述： 作

为一名中文系的毕业生， 母校给了我们怎样

的馈赠， 赋予我们怎样的使命， 对我们寄予

了何种期望？ 在我看来， 不论馈赠、 使命，

还是期望， 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简单来说

那就是： 尽己所能， 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从容、扎实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训练
为师范生今后走上讲台提供强大支撑

为了培养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学校为我们的本科教育， 提供了完

备的课程体系和严谨的学术训练。 就拿中文学科来说， 我们只有在连续几个

学期研读完历代作品选， 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直观了

解之后， 才会被允许学习文学史； 只有在对文学史的大致框架和基本脉络相

对熟悉的基础上， 我们才会系统地去学习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 而在整个教

学计划当中， 语言学、 文字学、 中文工具书、 图书馆情报、 教材教法研究一

类的基础课程， 也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 另外， 还得加上长达一个

学期的教育实习。 从容、 扎实的

课程安排和教学训练， 为我们本

科毕业后即可走上讲台， 提供了

强大的支撑。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学科

最前沿的知识和资讯 ， 必须投

身到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去。

而为了对作家的创作过程有更

深的体悟 ， 我们在本科阶段就

被鼓励去大胆地进行诗歌 、 小

说、 戏剧方面的实践。 对写作和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 是华东师大中文系

的传统和显著特色， 并一直保持至今。 我本人就是在尝试练笔的过程中 ，

不知不觉地走上创作道路的。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业教师和业余作家，

这是因为， 从 1985 年毕业留校至今， 我的创作或有停废， 但教学工作未曾

一日中断。

理解和尊重每一位学生
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为了培养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学校教会我们必须理解和尊重每一位

学生。 叶百丰老师曾经这样教导我们： “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学生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 永远不要当众批评任何一个学生的作文， 以免将学生的写作兴趣过早

地扼杀掉。” 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也曾严肃地告诫我们： “你要别人平等待你，

就请首先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学生； 凡是你要求学生做到的， 就请你自己先做

到。” 钱先生还多次提醒我们， 要敬畏自己的工作。 因为你在课堂说的每句话

都可能影响到你的学生， 而当他们将来站上讲台之后， 又会影响更多的人。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们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你不想对学

生正在读的书一无所知； 你不想将某本书推荐给学生， 你自己却没有读完；

你不想总是处在学生质疑、 忍耐乃至厌憎的目光注视下， 那就只有不断探

索、 改进教学方法，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另外， 教师这个职业， 也

不允许你有太多的任性和偏

见。 比如说， 我一开始很不喜

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但

作为一名教师， 你却不得不严

肃地对待他。 硬着头皮读了几

本他的小说之后， 我就渐渐喜

欢上了他的作品， 如今， 我倾

向于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

大的现代小说家。

你也许会说， 成为一名合

格的教师， 是母校对于我们的

最低要求。但在我看来，它同时

也是最高要求。 毕竟孔子并没

有专门去撰写《论语》，索绪尔

生前也没有去写作和出版 《普

通语言学教程》。他们只是尽到
了一个师者的本分， 而根据他们言行和讲

课笔记整理而成的著作，却足以垂范后世。

如果说在四十年前， 在我刚刚迈进

华东师范大学校门的那段日子里， 也曾

为自己头上这顶 “师范” 的帽子略感羞

涩，那么到了今天，我为自己就读于这所

大学而感到庆幸。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母校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关爱、 保护和耐

心，锻造了我们独特的品格和气质———求

实创造，为人师表。无论我们毕业后从事

何种职业，都会深受这种气质的浸润和感

染， 由此我们也更加怀念和思念那些教

育、呵护、陪伴我们的老师们。

（作者为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
心主任、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