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都知道阅读对孩子很重要，但

或许并不了解，父母在阅读中的角色尤

其不容忽视。孩子与父母共同阅读的时

光，对于缓解情绪压力有着重要的帮助，

事实上，阅读给青少年带来的更多是愉

悦的体验，缓解那些难以消解的负面情

绪，缓解来自学业、社交、家庭变故等方

面的压力。

早在2019年，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团

队就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化作用做了细致

的编码分析，这些研究说明了读物本身

对于儿童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作用。不

过，根据深圳爱阅公益基金与深圳市政

府联合发起的调查显示，

深圳市的抽样中只有9%

的家庭能做到家长陪伴孩

子每天阅读一次，能保证

每周一次的家长也没有超

过四分之一，而在某些发

达国家，即使在工薪阶层

中也能有一半的家长陪伴

孩子每天一次阅读。可见

目前我们对亲子阅读的重

视程度，还尚显不足。

借着图书读懂
我们的情绪

我在做儿童早期阅读

推广过程中，发现情绪类

绘本能帮助孩子更加理解

自己的情绪。对于这个年

龄段的儿童来说，尽管他

们对于情感本身的认知可

以是成熟而复杂的，但要

表述自己的情感却存在困

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

候孩子会通过调皮捣蛋来

引起大人的注意，有时他

们宁愿要成年人的责骂，

也不要成年人的忽视。这

正是因为，孩子对自己情

感上的需求无法直接通过

语言表达，而儿童读物就

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在儿童阅读中，不少

阅读绘本对情绪的表述有

很好的描述和疏解，例如，

《我的情绪小怪兽》提到了

“我”的情绪一团乱麻，情

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颜

色”混合在一起，这些“颜

色”就是情绪的代码，通过

不同的颜色来定义不同的

情绪，这本书对每一种情

绪都进行细致的表述，从

而帮助读者梳理自己的情

绪，并且在其中提到，将不

同的情绪进行分门别类的

好处。

同样也是表达孩童情

绪的绘本《菲菲生气了》和

《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则正视了孩子的发

脾气，将这种“愤怒”的情绪当成正常反

应来看待。生气、沮丧甚至捣蛋不仅是

孩子，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都可能是情

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亲子阅读

时，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互相询问是否

会有书中的这些表现，这会帮助家长和

孩子同时了解自己的情绪以及它们产生

的原因。

而《我变成了一条喷火龙》《爱哭公

主》等一系列好笑又真实的情绪类绘

本，还提供了缓解自己情绪的办法，例

如爱哭公主的妈妈教给她一首口诀，每

次要发作的时候都试试看说一遍，这样

的图书可以帮助小读者们和家长也形

成自己的“口诀”，帮助缓和自己突发的

情绪。

孩子如果大一些，在青少年时期所

面对的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都会更加复杂，他们的情感也会更加细

腻。除了绘本之外，青少年读者也可以

在儿童文学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对应，通

过别人的故事来更好地了解自己。《平安

小猪》讲述男孩杰克在节日期间经历的

奇幻冒险，但这一冒险的重要事件铺垫，

则是自己家庭的变故，父母离异，母亲再

婚，两个离异家庭无亲缘关系的孩子的

情绪和冲突在节日期间一触即发。杰克

在书中通过一次冒险完成了心灵上的成

长，不再完全依赖母亲，和自己的家庭变

故完成了和解。如果父母能以这样的书

籍内容和孩子进行探讨，会帮助孩子更

好理解书中人物的心路历程，在孩子自

己可能遇见类似的情况时更加清晰分辨

自己产生的情绪，并且学会如何去面对

他们，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产生了这样

的情绪时，可以找到谁来和他们进行沟

通及纾解；也帮助他们理解一些身边的

事例，也许他们也能成为别的孩子的支

持体系。

选择开放的读物提示孩
子多元化评价的可能

很多孩子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是他

们面对很高的期待，最终却产生了很低

的自我评价，父母能做的是尽量让孩子

理解并接纳世界是多元的，而评价也应

该是多元的，帮助孩子全然接纳自己。

主题相对开放的读物，能够使得家长和

孩子拥抱一个相对多元的世界。

在这种类型的图书中，绘本《爱花

的牛》就讲述了一只不爱参加斗牛只

喜欢花的小牛，妈妈虽然鼓励它和别

的牛一样去参加斗牛，

但也完全接受了它自己

的喜好。绘本《百雪公

主》则给孩子展现了很

多不同种类的公主，不

仅仅包括他们原来见过

的白雪公主，还有当兵

入伍的公主，白发苍苍

的公主，让孩子能看到

和接受多元的美和多元

的生涯选择。最近刚刚

推荐给语文老师朋友在

晨会上给孩子们讲的故

事《天啊！错啦！》则是

讲述了小兔子遵从自己

内心声音的故事，妙趣

横生的同时，给儿童很

大的鼓励去表达自己的

想法。这些绘本不仅仅

适合孩子阅读，更加适

合家长阅读，让家长对

孩子能有更多的悦纳。

目前也有相当多的

儿童文学作家能够带着

儿童的视角，怀着对童年

的念念不忘，为孩子演绎

各种成长故事。例如，作

家秦文君曾经写过的男

生贾里和女生贾梅就从

来都不是完美小孩，而是

真实的校园学童模样，在

成长中遇到各种各样的

麻烦。每个人都会经历

成长的挣扎，也会在错误

中学习。好的儿童读物

中，其实也融入了作家的

教育观——希望家长能

尊重孩子，对孩子耐心帮

助，并且给予孩子足够的

成长空间。共读这类作

品，家长和孩子应该都能

产生对彼此更加深刻的

理解。

青少年阶段，由于孩

子自己阅读能力的提升，

家长陪伴式的阅读会减

少，但如果在家庭中不同

成员能各看各的书，时不

时一起聊聊自己看的书，

那也会带来更多沟通的契

机；一旦有了有质量的沟通，对于彼此的

理解会更加深入，也就更加能相互接受。

一起阅读，共同成长

儿童读物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

重要的作用，而父母在其中的角色也是

不容忽视的。在日本享有“图画书之

父”之誉的松居直先生说过，在母亲怀

里听母亲读书的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是白发苍苍时仍能回忆起的含情脉脉

的经历。

父母为孩子读故事，孩子听着父母

讲述或者看着图片，是睡前温馨的片

段。而对青少年来说，一家人共同的阅

读可能更多通过各自阅读再讨论问题来

实现。无论阅读的内容如何选择，一起

阅读本身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更好的

互动和沟通的重要方式，通过阅读可以

用借喻的方式，对比的方式来沟通各自

的情绪，这种情感的沟通润物细无声，也

更加能为孩子形成一个强大的支持体

系，而相互陪伴的时光总是宝贵的，会在

很久的将来都闪闪发光。

家庭共同阅读也需要社会环境的支

持，首先是对于读物丰富性的大力推动，

出版机构、学校体系、推广机构要向全社

会推广好书，并且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和

孩子提供不同的选择。第二是公共文化

机构对于家庭阅读的支持，如果希望周

末逛图书馆成为流行的家庭活动，这就

需要更好的儿童友好社区环境和高质量

和高覆盖的公共图书馆系统。让阅读成

为增进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辅助

方式，也需要阅读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

的联动，让专业化的内容通过文化的方

式惠及更多的家庭。

（作者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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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维国

研究自主学习的大学教授现在也
“很难”开展研究，因为学生的时间都被
填满，自主学习时间实在太少。这是华
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
庞维国的一句玩笑话，却令人深思。
很多人或许认为，自主学习就是自

觉、主动去学习，其实，自主学习还有一
个重要的含义——对知识的再创造。

但是，如今不少学生的时间被安排
得满满当当。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承
载着家庭的过高期望，实际上也是父母对
孩子成长需求的无视，而这往往是当前部
分学生受困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编者

我们在家庭教育中往往容不得孩

子犯错误，因为我们知道犯错误会付

出代价。但请大家注意，心理学研究

得非常清楚，犯错是我们学习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错误是学习的一个有机

构成部分。

客观来看，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整体

上比较模糊，乃至落后。比如品德上犯

错与认知上犯错、行为上犯错，性质并

不一样，所以对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错

误，如何辩证地去看，需要进一步思考。

错误有很多类型，有的错误实际上

是低利害的，它得到反馈以后，能够促

进学习。不过，要注意的是，心理学中

的某些学习理论研究者一度主张要回

避犯错误，因为犯错误也会留下错误记

忆，错误记忆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成长有

消极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不主张学生

在错题本上把自己过去怎么错的去抄

一遍，因为他抄着抄着就容易记弄混

了，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但回避错误也

是会付出代价的，因为它往往会影响学

生的主动探究。

今天，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中，应该把有教育价值的错误分三类：第

一类是应该预防的错误，第二类是允许

犯的错误，第三类应该促进犯的错误。

要预防的错误，是指那些可能带来

高利害后果的错误，譬如造成严重违法、

违纪或者违反道德伦理的错误。这类错

误不仅要在口头上提醒自己的孩子注意

避免，还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加强预防

教育，警示孩子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类是允许犯的错误，而且它自

然会发生。比如做作业肯定会出错，这

很自然。没有人做作业、考试从来没有

扣过分。即便是世界上最牛的足球运

动员也没有本事一辈子不得一张黄牌

或者没有受到一次裁判警告。

第三类是要促进犯的错误，即要主

动诱发犯的某类错误，这些错误会让我

们学习、成长更好。比如孩子学写字，

让他写自然会暴露出错误，然后立刻纠

正避免再犯，他就成长了。再比如学投

篮，刚开始十投九不中，但必须让他投，

这样才能在反复的练习中提高。事实

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在反复

犯错的过程中得到的，心理学上称之为

“尝试-错误”过程。

关于错误，还有一个更微观的现

象，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家长，包括很

多老师都不太明白的，即我们的练习和

成绩的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呈现的是

S型的发展关系。即一开始，练习对我

们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大，过一段时间，

练习的促进作用会加大，到了晚期促进

作用又不那么大了。这个看似光滑的

S型曲线在放大后，其实是锯齿状的。

在练习的过程中孩子的成绩有时候会

倒退，会出现错误。这就是技能成长过

程中的短暂倒退现象，它无法代替，也

无法避免。

但是，老师们往往面对这一点很抓

狂，明明在课上对某项学习内容练得很

好了，当堂布置的作业也完成得很好，

结果一周后测验却错了很多。这其实就

是我们的技能在习得过程中必然会出

现的倒退现象。事实上，只要坚持练习，

学生的技能又会进一步成长的，我们没

有必要过分消极地看待这类错误而去

责骂孩子。

（本报记者 姜澎整理）

家长和教师往往错误地对待学生的错误

从自我决定理论角度来看，任何人

的成长，特别是他要有自主学习的动力

的话，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必须得到

满足。一是胜任力需要，比如，我要学的

某个东西是因为它让我有能力应对环

境的要求；二是自主需要，只有具备自

我掌控感才会愿意去学；三是关联的需

要或者关系的需要，通过做某件事建立

很好的人际关系，满足社交需求。

学习目标越自控，孩子就越不焦

虑。所谓自控是指有选择的自由，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决定。比如，作业是

指派的还是有选择的，学生的完成度和

完成质量就不一样；当孩子有点选择权

的时候，他的作业完成度会更高。

近3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有效地指

导自主学习，能够改善那些智力、遗传、

家庭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习成绩，缩小他

们与其他同学的成绩差距；男女成绩差

异的主要原因也在于自主性方面的差

异。站在国际视野上看，近年来，大家也

反复强调：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

兴趣和自信，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强

大推动力。我常常对家长说，如果你实在

没有能力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话，那么给

孩子留下两样东西：第一别摧毁他的兴

趣，第二别摧毁他的自信。因为有了兴

趣他就会有动力，有了自信，即使遇到

挫折他也能扛过去。但令人担忧的是，

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时

在自觉不自觉地同时摧毁这两样东西。

同时，我们发现在能力相当的条件

下，女生高考比男生考得更好，一个重

要原因是，自主水平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非常密切。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国家

甚至非洲国家，都同样如此，在现有教

育机制下，男生的自主权受到很大影

响，这一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儿园。

另一方面，有关教师期望的研究也

表明，许多教师经常给成绩优异者提供

自主和选择的机会，对成绩落后者的学

习活动往往采取各种控制。但是，成绩落

后者虽然需要较多的外部指导，但他们

也需要体验到对学习的自我调节与控

制。对于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来说，过多

的外部指导不一定会提高其能力，反而

会增加了其学习上的无助感。

请家长注意：即使学习成绩差的孩

子，他的自主需求也很强烈。觉得孩子

成绩差，就送去补课，然后把孩子的补

课时间排得满满的，实际上损害的是孩

子的自主性——这很糟糕，完全无视了

学生的自主掌控学习的需求。

自主学习还与兴趣有关。其实，关

于学习兴趣，很多家长也有误解。

首先，从发展的角度看，学习兴趣包

括四种类型：触发的情境兴趣，维持的情

境兴趣，兴起的个人兴趣，成熟的个人兴

趣。在成熟的个人兴趣驱动下的学习，

伴随的是心流的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兴趣一般都是从情境兴趣开始的，

由某个情境所引发，以后类似的情境反

复出现，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个人兴趣，

成为一个人的个性品质或者人格构成

部分。很多家长在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开

始，就报各种兴趣班，而孩子往往都是

从开始有兴趣到后来不感兴趣了。每当

此时，家长就会拿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准

则，要求孩子“贵在坚持”，但是他们不

知道，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乃至初中之

前，孩子的各种兴趣实际上大多是情境

兴趣，不一定能发展成成熟的个人兴

趣。孩子对很多方面感兴趣，实际上所

展示的是一个兴趣探索过程，在这其中

必然涉及到兴趣的取舍，所以也请家长

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不论学业成绩好坏，没有选择权的学习是低效的

从教育心理学视角看，正确看待

学生的能力，必须要正确认识智力的

多源性及其与学习的关系；正确认识

智力的多元化及其与发展的关系。

从调查数据来看，只有2%左右

上海考生在高考时能够考入 985高

校，所以对于家长来说，首先要放

下对名校的执念。同时要意识到，

孩子的能力是多元的，并非成绩不

好就是能力低下；孩子很可能在某

些方面强一点，某些方面弱一点，

这很正常。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

象，那就是家长普遍强调智力的后

天性，认为只要孩子后天努力，就

一定会长本领。可是从我们老师的

普遍态度来看，虽然外显态度是强

调后天因素，即会强调后天努力很

重要，但是内隐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强调先天因素上的差异性。老师还

会经常告诉家长，“孩子很聪明，就

是不努力”。其实，只要这句话一

说，我们的孩子回家就遭殃了！这

真是很糟糕的一句评价，老师更应

该客观地和家长探讨孩子的特点在

何处，而不是简单用聪明但是不努

力来评价孩子。

实际上，智力有三个来源。首先

是遗传的智力。比如短时记忆容量很

大程度与遗传有关，不易受教育影

响；其次是自然发展的智力。这是孩

子在后天成长的过程中，与环境互动

自然发展起来的，这种智力在没有接

受正式的教育的条件下，也会发展。

第三种智力是教育带来的，其特点是

发展快。比如学生在课堂上习得了陈

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 （技能） 和策

略性知识，课后马上就表现出能力和

智慧的增长。

英国曾经做过一个 7万人的大

样本调查，结果显示，智力是最能

预测学业成绩的指标，与学业成绩

的总体相关系数达到0.81，且在25

个学科上都有显著表现，转化成决

定系数大致是0.64；同时，智力能解

释58.6%的数学成绩变异，48%的英

语成绩，18.1%的艺术和设计成绩。

当然智力不完全由遗传决定，但是我

们要重视不同学生的智力来源上的差

异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还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智力具

有多元性，而每一种智力又有水平

上 的 差 异 。 所 以 我 们 看 孩 子 的 智

力，不能只关注一个维度或少数几

个维度。家长们要认真考虑，孩子

将来在社会上发展，要依靠其智力

或能力的最优势的是哪一方面，而

不能不管什么原因，就要拿孩子的

短板和别人的长板比，这样家长永

远会不满意。

“孩子很聪明就是不努力”，这是很糟糕的评价

现在，多数家庭对孩子都有较高

期望。相信家长都有过这样的体会：

孩子刚出生时，期望他/她是个天才，

或者认为很可能他/她是天才；但随着

孩子逐渐长大，这个想法逐渐消失。

那么，到底什么是“对孩子合理的

成长期待”？简单来说，就是正确认识

自己孩子的特点，给予他们自我成长的

空间。当然，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并不容易。

很多家长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

“我的孩子不能不如我”。我们对上海

的家庭调查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学习

期望几乎都很高，70%以上的家长对

孩子的学业有着高期望值。直到孩子

进入高中阶段，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

期望值似乎才有理性回归的趋势，但

依然处于高位。对孩子学业没有要求

的家长极少。

同时，父母对孩子学业的期望与父

母的学历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学历

水平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就越高。

也许，有人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大城

市，高学历人群多，整体受教育程度高，

所以这个现象会比较明显，但是，我们

在其他城市的调查结果同样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容易进入一

个怪圈：孕育孩子时，希望孩子健康、正

常，孩子健康出生后，就希望他/她是个

天才（我自己也曾在孩子出生时有过这

个念头，当然，很快就被打消，因为孩子

没有表现出天才儿童的特征）；其后家

长又坚信“天才出于勤奋”，并且在教育

孩子时坚定执行这条名言，然后把孩子

逼出问题，再回到原点——唯一的希望

是孩子健康。这真是一个典型的怪圈！

其实很多家长没有想过，我们的孩

子未必就一定会超过我们，因为我们这

一代人是享受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

红利的，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

不可能再用我们的人生经历来套我们

孩子的人生经历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能要

特别注意加强对家长的期望引导，因为

孩子的问题与家长不正确的期望值关

系实在太密切了。

多少父母身陷怪圈：没有生出“天才”就坚
信“天才出于勤奋”

近年来，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发生的比例似乎越来越高，大多数人将

之归咎为学业压力过重。从我们持续

的调查来看，近年来师源性的问题下

降，家源性的问题则日渐上升，不良的

亲子关系、亲子沟通、双亲关系，都成为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根源。

目前，引发孩子心理问题的三个主

要的家庭教育误区，正是家长的不当期

望、无视孩子的成长需求以及错误对待

孩子的犯错行为。

过去，心理学研究往往关注特殊人

群或心理弱势群体，但近年来优秀学生

或者非弱势群体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也成为研究重点，因为即便是优秀的学

生，有一些也有比较突出的心理问题。

大多数学生，包括优秀学生的心理

健康问题往往从学业表现开始，比如厌

学，严重的还伴随发烧、疼痛感等躯体

症状；他们还时常体验到学习的无力、

无助感，包括周一不愿上学等。

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考试焦

虑在学生中普遍存在，并表现出明显的

躯体症状。有的学生甚至考试前2个

月请了8次假。考试焦虑最主要的成

因包括：学生当前的学习效果不好，担

心考不好；父母教师的要求以及同伴比

较带来的压力；自己对考试的不当认

识，认为低成绩就反映低能力。我们曾

经在上海某知名中学调研，发现甚至有

学生一听到考试就发烧，这种焦虑反应

的程度超乎想象。

从心理学角度看，学生心理问题的

主要成因是学业的高负担、高压力；父

母对孩子的高期望；学生的学业自信心

不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弱。

我曾经对自主学习做过多年的

研究，但是近年来对于自主学习的研

究减少了。一个原因是，客观来看，

现在的家庭教育中，孩子并没有自主

学习的时间。我做研究都找不到合

适的样本。

调查发现，学生抑郁症状比较严重

的，基本都与五个因素都有关：亲子关

系不良、人际疏远、学业压力大、网络依

赖、内向敏感。一旦这五个因素同时存

在，学生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就会大幅

上升。

优秀的学生也会厌学，高负担高期待都是心理压力源

守住教育底线：别摧毁孩子的兴趣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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