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周女士咨询：我孩子美术课因为
忘记带卡纸，向后座位的同学借了两张。 结
果这位同学家长却在班级群里指责我们，说
我孩子是在他家孩子不同意的情况下“抢”
的，但我问孩子，他说是对方同意借的。面对
同学家长的指责，我们该如何处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光清： 首先，在
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做父母的智商、情商一
定都要高。同学家长的指责，说明育儿观、价
值观与你们不一样，且非常情绪化，伤了家
长之间的和气。 小孩哪有隔夜恨，一起玩耍
泯恩仇。 我们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不能再让此事给孩子带来心灵困扰。

第二，孩子是最愿意分享的，借给别人
卡纸，说明孩子有一颗乐善好施的心，而对
方家长却误认为是“被欺负”，这是成年人
强加给孩子的，无疑为孩子做了坏的榜样。
我们不能因为心疼孩子而一味说别人的不
是，不妨和孩子一起把“借”的两张卡纸还
回去，并真诚地向对方说“谢谢”，这是一个
明智、聪慧的妈妈应有的决断。

第三，解决孩子之间的问题，需要双方父母的
智慧和定力。在动物界，小动物们打打闹闹，狼爸虎
妈们往往不理不管不干涉，这样反而加速了幼崽生
存技巧的开发进程。 我们先不必理睬对方的指责，
即使沟通时，也要尽量心平气和，用时间用理智避
免矛盾激化；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一次冲突就是
一次成长的机会；还要和老师交流，关注孩子的言
行举止，不允许对方家长伤及到自己的孩子。

第四，父母可以把这样的“偶发事件”成功转
化为教育契机，理性地教孩子学会调节情绪，学会
原谅和包容他人，要知道，生活本身就是
挫折教育最好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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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我就
告诉孩子们：“这学期我们班
不选举班干部了！”话音一落，
教室里立马沸腾起来：“为什
么？”孩子们不约而同地问我。
我解释说：“班级是大家的班
级，每一个学生都是老师的助
手，都是班级活动的参与者和
组织者。 所以，与其说我们没
有班干部，不如说我们都是班
干部。 ”

“既然你们都是班干部，
那么就不要别人来管你们了，
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了吧？ ”我
问道。

嘿嘿， 这个时候 48 个小
干部都点头称是。

怎么管理自己呢？在我的
提议下，他们利用 3 天时间制定出来一个
《班级公约》，涉及作业完成、上课听讲、下
课游戏等方方面面。

我把这份稚嫩却又全面的《班级公
约》贴在教室最醒目的地方，孩子们一个
个都严格遵守，班级管理秩序井然。

每天放学前十分钟，我会跟孩子们一
起聊聊当天的开心事。 如果没有特殊情
况，我会有意无意地往《班级公约》上引，
在我明的、暗的提示下，同学们自然而然
地拿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公约》对照，有的
表扬自己，有的表扬同学，有的批评自己，
有的提醒同学。

小凯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一天，
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乐高玩具，一整天都
全身心地投入到拼搭的乐趣中。他第一个
站起来说：“我妈妈终于来看我了，还给我
带了一个乐高。 我好开心！ ”原来，孩子看
重的不是玩具本身，而是“这个玩具是妈
妈送的”。

“可是，你在应该午休的时候拼乐高，
不仅违反了我们制定的《班级公约》，还严
重影响了周围同学，是要被惩罚的。 ”一个
女同学马上提醒他。

就在我想帮小凯说几句话的时候，小
凯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太高
兴了，以后一定努力改正。 明天你们监督
我吧。 ”我不由自主地向他伸出大拇指，同
学们也送给他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小凯
除了上厕所， 其余时间都在教室里看书、
练字。 让我暗自开心的事情不止这个，几

个平时活泼好动、安静不了几分
钟的男孩子，竟然在教室里陪着
小凯看书写字呢。

故事知道怎么办
熊孩子兴趣培养记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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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喝水，熄灯……所有的睡前仪式
都结束了，女儿突然坐了起来，摇晃着我的胳
膊：“妈妈，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今天有个小
妹妹抢了我的玩具，我又要回来了。 妈妈，我
会保护自己的玩具了。 ”

“小妹妹抢你玩具，你是什么感觉啊？ ”
“是想哭的感觉。 ”
“后来拿回来之后呢？ ”
“然后可高兴了。 ”
“照顾好自己的玩具！ 好了，妈妈知道了。

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
“没有了。 ”
“好，睡觉吧，谢谢你告诉妈妈，妈妈最喜

欢听珩珩的故事了。 ”
然后小女孩倒头就睡了。
就这样， 女儿不断变化着睡前和我交流

的生活话题。 虽然每天都要陪她重复很多遍
相同的对话，但我还是乐此不疲，而且开始每
天期待。 我真开心孩子愿意和妈妈分享她自
己的经历和感受，这意味着截止到目前，我们
的亲子关系质量还是不错的。

在一个公司里， 有一些同事我们只愿意
和他们打招呼，有一些稍微距离近一点的，我
们愿意和他们分享一些事实：昨晚看球赛到 3
点， 旅游的时候钱包掉了……距离再近一点
的，就会去分享一些感受：昨天晚上和老婆吵
架了心情郁闷， 炒股赔了非常后悔……而对
于距离再近一些的， 就可以将自己的内心世
界对其全然开放，可以无话不谈，深度分享。

于是，我们也可以借用这样的评判方式，去
衡量亲子关系的质量， 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级
别。如果孩子每天回家或出门，只是和自己打一

个招呼：妈，我回来了；爸，我走了，说明这样的
亲子关系质量就很一般，彼此的距离比较远。

如果孩子还愿意和父母说一些具体事，说
明彼此的亲子关系也还勉强过得去，至少是保
留了彼此愿意交流、沟通的可能性。 如果孩子
平时愿意对爸爸妈妈开放自己的内心世界，无
论是开心还是难过，那说明这样的亲子关系质
量，几乎可以打到 80分以上。如果你的孩子和
你无话不谈， 任何事情和感受都可以深度分
享，那这样的亲子关系，简直可以堪称完美。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如
果无法评估自己的亲子关系质量， 不妨从孩
子对待我们的态度，到底是出于打招呼，还是
讲事实，或者分享感受等不同层级来
判断，找到这段关系的固着点，然后
修通它。

“乱拆”出来的小发明家

8 岁搞发明，手握 6 项专利，科技创新获
奖无数，2014年 9月，21岁的韩旭又以优异的
表现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读博。对发明的兴
趣， 打开了韩旭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扇窗，而
这一切与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韩旭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平时，他们鼓励
儿子把玩具或是生活用品拆开来看看内部结
构，里边有什么样的零件等。即使他做了傻事，
父母也不嘲笑他，而是鼓励他多动手：“眼见为
实，自己亲手做一遍，比听十遍都管用。 ”

8岁时他看妈妈擦玻璃很危险，就拆了父
亲的电动刮胡刀、 照相机， 还有家里的电冰
箱，仔细看里面的结构，搞清楚了电机的基本
原理和电路连接，用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人
生第一个发明———电动玻璃清洗器。

2002年，韩旭 9 岁时，爸爸给他买了一架
折射式天文望远镜：“小旭， 你可以用它观察
浩瀚的星空了。 ”当时，整个哈尔滨只有屈指
可数的几所小学有天文望远镜。 收到这个梦
寐以求的心爱礼物， 韩旭乐得直蹦高：“太好
了，爸爸！我早就想有台天文望远镜了。”昂贵
的礼物，是爸爸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只要能让
孩子开阔眼界，见识更多新事物，学到更多新
东西，爸爸是非常慷慨的。

在别人看来， 韩旭的父母实在太惯孩子
了，给他买那么昂贵的玩具和仪器，让他随意
拆卸家里的贵重物品。

可是，他的父母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
在孩子最具好奇心的童年给他以最大的支持
和自由，也就最大程度地呵护了他的探索欲、
求知欲，就是为孩子插上了一对金色的翅膀。

2006 年，13 岁的韩旭又发现了生活中的
一个难题。 韩旭从小生活在北方，冰天雪地中
想随时随地喝到一杯热水简直是一种奢望，
那么能不能发明一种可以自动加热冷水的水
杯呢？ 韩旭同时想到， 人们喝水喜欢用玻璃
杯，玻璃表面致密，不易藏污纳垢，但玻璃杯
的缺点是易碎， 他就琢磨着怎么能让这种杯
子既是玻璃的又不易碎，他想到双层杯子，里
面是玻璃的，外胆是塑料的。

经过一番努力， 这种新型的水杯终于试
验成功了！ 他带着这种杯子参加了一次展会，
受到人们的欢迎。

其后，改进版的口杯获得了国家专利。 韩
旭还把生产的口杯无偿赠送给环卫工人，看
到杯中冒着热气的浓咖啡， 小韩旭在叔叔阿
姨们的眼中看到了喜悦与感动。

2008年， 上高一的韩旭发明了雪场公路
两用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的设计获得了国家
专利，生产厂家蜂拥而至。 韩旭还将自行车的
研究过程系统整理成了一篇科技论文， 发表
在 2009 年第 11 期的《中国科技教育》上，那
一年韩旭只有 16 岁。 上了大学之后，韩旭运
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将自行车的动力系统升
级，获得了国家级的科研立项。

2011年， 韩旭考上哈尔滨工程大学成为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学生。 2014年 9月，韩
旭以优异的表现被保送到上海交大读博。 拥
有多项专利、 用发明创新体验人生的韩旭说
他想成为一名院士， 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攀
登，永不停息。

丁晓威

又到周末，“咱们去干嘛？ ”孩子们懒
懒地问。

“随便啦，你们说干嘛就干嘛。 ”
每个周末，看电影，爬山，去游乐场，

去外面餐厅吃饭， 活动安排得也倒丰富
多彩，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对，是少了
那么一点期待的欣喜！

我找了个孩子们情绪特别好的时
候，跟他们约定了两个“特殊时光”。 一个
是，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上午一起去
爬山；一个是，每周六的下午，一起在家
看一个英文动画片。 同样是做某件事，之
前对孩子们来说玩得开心还是不开心，
全凭他们那天的心情。 可当约定了特殊
时光后，这件事就变得明确和具体，他们
会去认真准备， 因为喜爱， 还充满了期
待。

每到周三周四，孩子们就开始催我：
妈妈，周六看的英文电影你选好了吗？ 我
们一起来选吧。 选好后，他们又开始倒计
时：还有两天，就可以看英文电影啦！ 明
天就可以看电影啦！ 吃完饭，就是看电影
的时间啦！

看完电影后，他们总是会意犹未尽，
茶余饭后都会聊起电影的内容和看电影
时发生的小趣事。 短短两个小时，他们用
两三天来回味，用两三天来惦记，这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啊！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

坚持， 孩子们的英文听说能力也高了很
多，常常听到他们在家里“飙”英文，尤其
是有些电影里的台词被他们模仿得惟妙
惟肖。

爬山也因为被当成特殊时光， 令人
更加期待，我们把日历贴在门上，把每个
月的第三个周日标出来，每次出门进门，
孩子们都会数一数， 离爬山的日子还有
多少天， 似乎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
事。 事实也是如此，特殊时光，其实就是
把某件事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来
做，全家一起去执行、遵守。 因为是由孩
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商量、提前约定的，他
们感觉到平等与尊重，更加期待，也更愿
意去执行。

有段时间，孩子们特别爱吃冰淇淋。
后来，我想，何不也给他们设定一个特别
的“冰淇淋日”呢？ 孩子们非常开心，自己
选好了每周三放学后，吃一支冰淇淋。 每
到临近周三，心情就特别激动，终于可以
享用梦寐以求了一周的冰淇淋了， 吃起
来都特别美味。 相比之前，他们吃冰淇淋
的次数少了，但反而更开心。

后来，我们家还制定了一些时间间
隔比较长的特殊时光，比如每年拍一次
全家福，每年的新年去一个地方泡
温泉，这些会慢慢变成我们家固定
的家庭仪式，作为传统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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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一些“隆重的特殊时光”
□ 加州魔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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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什么”判断亲子关系的质量
□ 李雨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