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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里可以预约瑞金医院神经内

科专家的认知障碍门诊，近来，全市首

家社区认知障碍门诊在豫园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落地。这里还在全市范围内

率先把脑健康筛查融入社区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通过量表测

定、脑电图检查、基因学检测等筛出的

高危和疾病人群还能接受三级转诊、社

区随访、康复训练的“防、筛、诊、

治、康”闭环服务。

不仅如此，“白领”们下班后去社区

看康复门诊的诉求也能实现了，在打浦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来开启的“夜门

诊”受到诸多附近“上班族”的欢迎。

记者近日跟随上海市卫健委走访黄

浦区社区卫生机构获悉，黄浦区呈现人

口老龄化趋势显著，以及楼宇密集度

高、职业人群聚集两大特点。围绕区域

人群特点与需求，黄浦社区医疗的“宝

藏”服务持续“上新”。

做优“为老”大文章，认知
障碍防治模式引洋专家探访

“新年里，我想穿上新衣服，拍张美

丽的照片做个留念”“我想吃一口城隍庙

的小笼包，想家了”……护士刘静翻开一

本相册，对每一名患者的故事如数家

珍。这是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

年来每年新年的“保留节目”——给患者

拍新年照。

“豫花园”“侭安居”“心灵驿站”

“生命树”“豫见”邮箱……这家市中心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一步一景。

“我们中心2012年被列为市政府实事舒

缓疗护项目首批试点单位，2020年建

设成为黄浦区安宁疗护中心，这里的许

多布置都是我们想努力为终点前的生命

赋予更多人性与温度。”豫园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扬说。

随着全市启动社区康复中心建设，

瞄准上海尤其是黄浦区老龄化加剧下的

新需求，这家社区医疗机构又开始探索

起社区认知障碍康复服务。

今年2月，这里邀请到瑞金医院神

经内科王刚教授团队来院开出全市首家

社区认知障碍门诊，中心也为此配套组

建了由西医、中医、康复、护理、药

学、检验、心理等多学科组成的协作团

队，并打造出“豫见你”认知康复训练

区、“豫乐汇”老年综合活动区、认知

运动示范体验区、生态绿植园艺区、记

忆咖啡馆等，希望帮助老人“感受自

然、触碰记忆、体验日常、回归生活”。

以社区为起点的认知障碍防治“豫

园模式”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既往认知障

碍人群“筛而不管、识而无医”的困

境，也正因此，这里的工作吸引荷兰、

日本的康复专家关注，前来探访。

有人常驻、有灯常亮，社
区主动延时服务暖人心

对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金迎来说，这一年也迎来许多改变，

中心改扩建后，业务用房建筑面积从

3916平方米增加到8324平方米，实际

开放床位数从50张增加到100张，在设

备配置上，除了常规心电、影像、检

验、超声、心电监护仪等，还配置了全

套智能康复设备、雾化仪、肺功能仪、

CT、双能X线骨密度仪、中医诊疗等

医疗仪器设备。

“我们中心现在已经是全年无休！”

金迎告诉记者，为满足不同人群寻医问

诊需求，中心调整医疗资源、延长就诊

时间，在原有的中午连续门诊基础上，

推出了门诊延时服务，包括工作日夜间

延时和周末延时。目前，该中心的“夜

门诊”开设有全科门诊、中医适宜技

术、康复理疗、护理服务，实现辖区居

民上班、上学、看病两不误。

“我们本来以为傍晚5点到晚上8点

这个夜门诊时段可能没什么人，结果口

口相传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白领

下班了来做康复理疗，三小时的门诊时

段医务人员非常忙。”金迎很感动，有人

总结他们的夜门诊是“有人常驻、有灯常

亮”，她说，中心主动延时服务就是希望

以优质的服务贴近百姓、温暖人心。

“两个朋友”模式让患者
有“医”靠、让医生有支撑

“黄浦区是上海中心城区核心区，截

至2023年10月底，全区户籍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占黄浦户籍总人口的44%，

黄浦区人口老龄化趋势很显著。同时，

这里楼宇密集度高，职业人群聚集。”黄

浦区卫健委主任王炜说，今年4月，上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提升本

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黄浦

区结合本区实际制定了区内提升方案，

多措并举夯实社区卫生服务网底。

目前，黄浦区共10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已建成市级示范性社区康复中心7

家；9家配置CT，最后1家待场地到位后

进行CT采购装配。硬件之外，区内始终

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结合区域人群特

点、需求，给予社区医疗机构更多赋能？

王炜说，就在日前，黄浦区卫健委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上海市皮

肤病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胸科医院6家三甲医院进行项

目签约，“黄浦区社区专科医联体项目”

全面启动，进一步推进三级医院优质资

源下沉。

目前，已有10余名全科医生赴仁

济医院、市皮肤病医院进修学习；仁济

医院前列腺癌社区筛查工作已在半淞

园路、五里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

动；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通过

一网通办申报皮肤病医院调拨的自制

制剂。

王炜表示，黄浦区将构建“两个朋

友”医患关系新模式，即“让每个签约

对象有一个家庭医生朋友，每个家庭医生

有一些专科医生朋友”，据此进一步畅通

精准转诊通道，给患者提供更专业、便

捷、暖心的就医体验。

此外，考虑黄浦区职业人群聚集特点，

王炜谈到，黄浦区将探索“功能社区”社区卫

生服务新模式。比如，探索将社区卫生服务

场所从居民区延伸到楼宇，计划在打浦桥街

道日月光中心和淮海中路街道香港广场开

展新一轮“功能社区”建设，使职业人群足不

出楼即能享受到“身边的健康服务”。

老年免费体检可筛查认知障碍、白领下班后能去做康复

上海“宝藏”社区医疗服务持续上新

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养

娃也有“复制粘贴式”的最佳方程式

吗？当家长陷入家庭教育倦怠，该怎

么办？培养一名正向阳光的孩子，家

长可以怎么做？前天，华东师范大学

首期家庭教育微专业开班。这个微专

业面向社会开设，请博导教授开课

100学时。家长学员如期修满100学

分可获微专业证书。开班仪式上，教

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就家庭教育

中的误区、盲点进行解读。“小家庭，有

大学问！”他们提醒家长：爱与意志是

家庭教育滋养孩子一生的财富。

3岁看大7岁看老，家
庭关系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

“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关

系。如果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家庭教

育基本上就垮掉了。”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刘良华

举出几个研究案例，佐证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比如，美国学者科尔曼博士

的研究报告谈到，影响孩子成绩的主

要因素是家庭，而非学校。根据科尔

曼的研究，华裔孩子在美国的成绩表

现相对更好，并非因为他们就读的学

校教育条件优越，而是因为华人特别

重视教育。此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

年间北大生源发现，来自农村的北大学

子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

原因何在？在刘良华看来，在此期

间，越来越多的父母从农村前往城市务

工，以期为孩子挣得更好的经济条件。

“研究证明，缺失了正常家庭关系的滋

养，没有父母的亲子陪伴，足以让一名孩

子处于成长的危险之中。”刘良华感慨，

当下在城市中，不少父母忙于工作，减少

了亲子时间，甚至将孩子交付给保姆。

殊不知，对孩子的成长来说，高质量亲子

陪伴的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越早期的家庭养育环境对孩子影

响越大，它甚至比家庭的财富等因素都

重要。”上海体育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贺岭

峰介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6岁之前

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

婴儿刚生下来时，大脑神经突触的

连接只相当于成人的1/4左右。随着年

龄增长，这种连接不断丰富，6岁时基本

上达到了成人的90%。他提出，所谓“3

岁看大，7岁看老”是有道理的，就是因

为到了六七岁时，大脑神经突触的致密

程度接近成人。“这段时间，主要抚养人

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对孩子一生的情绪

情感稳定性影响特别大。”贺岭峰说。

与其因过高期望而陷入
教育倦怠，不如引领孩子找到
特长

在专家看来，关于亲子陪伴，不少家

长存在误读。相比陪孩子“睡觉、吃饭、

游戏、聊天”等日常小事，不少家长将亲

子陪伴定义为抓成绩、报名各种特长班、

兴趣班等金钱投入。

高成本的教育投入一定是高回报

吗？显然不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教授庞维国总结：越是对孩

子抱有过高期望，凡事追求“见贤思齐”

的家长，越可能陷入家庭教育倦怠。面

对焦虑的家长们，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

调：“你读了个很高的学历，凭什么一定

要求孩子也要复制你的学历？高学历一

定能带来幸福吗？”

在望子成龙心态的驱使下，还有不

少家长希望通过复制他人成功的教育模

式，粘贴出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么，成功

的家庭教育模式是否可复制？在庞维国

看来，家庭教育不是技能训练，单纯的复

制粘贴显然行不通。

他举例说，心理学上有一个成长的

十年法则，即一个人只要在某领域没有

遗传性的缺陷，那么通过十年左右的深

度训练，就有希望成为该领域的佼佼

者。但心理学专家在研究中发现，这种

训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对游戏

类、音乐类、体育类的一些能力，如果家

长对孩子进行刻意的训练，孩子确实可

以比一般人成长得更快。这些领域通常

具有相对封闭性、高度可预测。然而，到

了一些开放的或偏开放的训练中，刻意

的重复训练效果就会打折扣。

也正因教育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

让不少家长陷入焦虑：孩子何时才会“打

通任督二脉”，未可知；想抄其他家长的

养娃作业却发现学不来，即使照搬也未

必能学好；对别家孩子见效显著的方式

在自家孩子身上失灵了……这种挫败感

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倦怠，也会影响孩

子的心理，陷入习得性无助之中。

庞维国表示，真正有效的家庭教育，

是要家长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考虑如

何为孩子个性化设计教育方式。他尤其

反对家庭教育中过分强调取长补短。“事

实是取长未必能补短，有的短板补起来

成效甚微。比如有些孩子在语言学习上

花费一小时，他的成长幅度比耗费三四

个小时补数学短板好得多。”因此，他建

议家长与其因“见贤思齐”导致教育焦

虑，不如找到孩子的特点，扬长避短，帮

助双方建立自信。

好的父母要有点“残忍”，
不会对孩子“大包大揽”

现场，也有家长倒苦水：养育孩子

越来越难了！还有家长自认为劳心劳

力，却未得到理想的养育结果，久而久

之，不仅孩子的心理愈发脆弱，随着年

龄渐长，亲子关系也在降温。

“时代不同，孩子变了，社会变

了，父母的养育方法也要与时俱进。”

在刘良华看来，“心理脆弱”看似是孩

子之病，实为父母之病，不少父母不懂

得如何做父母。在他看来，好的家庭教

育首先是良好的父母感情、良好的家庭

氛围。“美好的夫妻关系是送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这是支持孩子健康成长一生

的礼物。”但他也发现，中国家长们普

遍存在的问题是，要么过于专制，让孩

子备受压抑；要么就是以爱之名施溺爱

之事，包容孩子的一切欲望，养育一个

“巨婴”。

在他看来，好的父母其实要有点

“残忍”，不会对孩子“大包大揽”，也

不会为孩子所有的错误“兜底”。家长

应当把尝试错误、参与决策以及参与

劳动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从小征求

孩子的意见，长大之后他就会有主

见、能策划；家长从小让孩子参与劳

动，长大后孩子就会有责任感、爱心

和意志力。有了爱与意志，孩子就长

好了。”

专家们还建议，当父母不知该如何

养育孩子时，可以带着孩子走近自然。

来自植物、动物的蓬勃生命力也是不言

之教。

华东师范大学首期家庭教育微专业开班，教授开课支招科学育儿

爱与意志是家庭教育滋养一生的财富

“我的儿子是学渣，但是我依然

相信，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

相信他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日

前，青岛某学校家长会上，一位爸

爸的发言引发广泛认同。难得的

是，这位爸爸对孩子的认可并不盲

目，他看到了孩子身上成绩之外的

闪光点，并非常赞赏：“我的儿子心

理特别强大，他学习成绩这么差，

仍然能吃能喝能睡，连我都很佩服

他，我是一名高级心理咨询师，他的

心态比我还强大。将来走向社会之

后，心理强大和情商高是成功的非常

重要的因素。”

当这名学生爸爸的高情商发言

视频得到全网点赞时，同样为人父

母，大家在表扬什么？一条留言戳中

了不少人的心：“他只是做错了题，

而不是做错了人！成绩不代表一

切，只要家长不放弃孩子，孩子就

会进步。”

正是这名爸爸传递出的育儿价

值观和教育理念让全网点赞——成

绩并不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和价值的

唯一标准，接纳孩子的普通甚至平

庸，同样是对孩子的一种人生托举。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在人生这张

复杂的试卷中，让孩子拥有积极向上

的人生态度、健康的身心和优秀的品

格比成绩更重要。

成绩之外的那些特点，或
许在人生发展中更加重要

“一道校门其实区分了对学生不同

的两套评价体系。”一位上海市特级校

长告诉记者，当下教育体系中对学生的

评价大多还是基于学业成绩，但学生走

上社会后，面对的评价标准多元且复

杂。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

及新一代家长对于成功的多元评价标准

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唯成绩论”的教育

理念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都已经开始

有所松动。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开始意

识到，面对快速发展的世界，单纯比拼孩

子的学习成绩、学科知识积累，或许已经

不能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未

来人才”了。上海市平和民办学校总校

长万玮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谈到：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自信、强大的心理

能力和良好的与人交往能力，都是学生

走上社会后应该具备的技能，过去这些

时常被我们所忽略，但在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

到这些品质的重要。”其实，这位爸爸口

中的“学渣儿子”所具有的一些品格，正

是对孩子未来发展更重要的特点。

上海市江宁学校政教主任、中学高

级教师谭坚琦也发现，这学期开始，学校

里真正“零起点”入学的孩子越来越多。

“确实有一批年轻家长意识到，单纯地提

前学习知识未必适合孩子，从小培养孩

子强大的心理、对事物的热情和好奇、健

康的体魄才是有价值的投入。”谭坚琦

说，这两年她在学校组织大型活动时，也

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支持。

成绩好坏不能掩盖每个
孩子都有的独特闪光点

不难发现，对于“学渣爸爸”的各种

讨论，都指向一个教育的根本问题：究竟

怎样的孩子、学生，才能被称之为“好学

生”“好孩子”。

“教育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但

许多人总是希望立刻看到教育成果，这

难免有些短视。”谭坚琦举例说，原本

她的学校有一个“皮大王”，学习成绩

并不理想，父母“曲线救国”将其送到

国外去学习。没想到，独自一人在国外

学习生活的“皮大王”却展示了极强的

生存能力。“虽然一开始他英语不好，

有时候别人说话听不懂，但他开玩笑说

‘我脸皮厚呀，可以反复去问’。”谭坚

琦告诉记者，这名学生寄宿在一对退休

老教师家中，没想到今年年初申请大学

时，这对严格的教师夫妇还给他亲笔写

了申请知名高校的推荐信，“可见，每

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闪光点，只要给他

们足够的空间和支持，他们一定会迎来

美好的未来”。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玫瑾教授

日前在2023亚洲教育论坛家庭教育分

论坛上就谈到：“‘只要你努力，你就一定

会成功’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尤其是在

学习上，每个孩子的天赋不同，要尊重自

然，不能强求。”

她进一步表示，而且家长不应因为

孩子的优秀与否而区别对待。比如，孩

子天赋异禀，家长养育得越好，或许未来

会离家庭越远，因为他的优秀可能要惠

及更多人，并且成为国家栋梁。相反，如

果孩子资质平平、淳朴善良，家长更应该

善待他，因为他会让你感受到更多亲情，

甚至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更多的依靠和

温暖。“两种孩子不分好坏，我们不必与

孩子较劲，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孩子活着

且健康。”李玫瑾说。

不缺位的爸爸，眼中才看
得到他人的付出和宽容

这段来自家长会上的即兴发言之所

以火出圈，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看到

这位爸爸身上所表现出对教育者和教育

规律本身的尊重。发言中，这位爸爸诚

恳地说：“感谢各科老师的辛勤付出和培

育，我的孩子竟然有时候也能考及格

了。看着我的孩子也在一天天进步，感

谢各位家长对我孩子的宽容理解。”

如何看待孩子的学习成绩？曾经有

一项面对 1863名家长的调查显示：

68.8%的家长对孩子有很高期待，57.7%

的家长坦言会羡慕别人家孩子优秀。在

较高的期待之下，家长能够接纳孩子的

平庸吗？

反观“学渣爸爸”的发言，透露出真

心接纳孩子平庸甚至是落后的现实。在

充斥着太多人云亦云的“鸡娃”故事的当

下，这种本应常态化的接纳与松弛感反

而成为了家长中的“珍稀品”。作家郑渊

洁曾说：“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父母的成

长和自我完善。”在不少教育者看来，这

位父亲对孩子的信任和理解以及他平和

理性的教育观念，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托

举，成为推动孩子前进的动力。

此外，这位父亲几句简单的感谢，让

不少一线教师“破防了”。一位特级校长

告诉记者，好的家校合作，需要家长对教

师、对学校有相对较高的认同度。但如

今，不少从教者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一部

分家长，因为其学历和社会成就超过老

师，因此往往会带着质疑的心态看待如

今的学校和教师。“但教师是专业人士，

教师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很多是家长和社

会看不到的。”这位特级校长感叹，这也

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能管好工作中的团

队，却管理不好自己孩子的原因。

“有这样的爸爸，相信这个孩子的未

来不会太差。”几位家长的留言，道出了

对于为人父母的期盼，以及对孩子未来

成长新的认识。

学生爸爸的高情商发言被全网点赞，家长们究竟在表扬什么？

接纳孩子的普通也是对孩子的人生托举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记者 唐闻佳

①护士刘静翻开一本相册，对每一名住院患者的故事如数家珍。

②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居民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③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个空中花园，由住院老人共同打理，还有一份值日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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