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40 年的职业环境将从信息
时代转向概念时代，未来世界的主
人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涯教育
呢？

从规划到创造
有的父母会为孩子计划好他

的未来，在所有需要做最重要决定
的时候不让孩子自己做，但当他真
正面临职业变化的时候， 父母不
懂， 而他一次都没有做过选择，该
怎么办？

所以在今天，一个真正比较恰
当的人生态度，是适应比规划更重
要。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培养其跨
界整合的能力，保持好奇，拥抱变
化，在恰当的时候，可以创造自己

喜欢的事业。
拥有幸福的能力

在一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的世界， 一定
要让你的孩子有一个幸福的能力。 所谓幸福是
有意义的快乐。 有些人可以把兴趣变成自己的
热爱，还有些人找到了工作背后的意义。

一个小姑娘因为没通过小提琴的三级考试
很不开心，她父亲就说，爸爸当年给你报这个小
提琴班不是为了让你过级。 爸爸就是希望有一
天你长大了， 爸爸不在你身边， 你觉得不开心
了，把琴箱打开，为自己拉一曲，就好像爸爸还
在你身边一样。 爸爸就希望你有这样一个爱好，
能陪伴着你，让你幸福。

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念
一个年轻人问爱因斯坦： 作为当代最伟大

的科学家， 你觉得什么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
学问题？ 爱因斯坦说，年轻人，如果真有什么最
重要的科学问题，我想就是：这个世界是善良的
还是邪恶的？ 如果一个科学家相信这个世界是
邪恶的，他将终其一生去发明武器，创造壁垒，
创造伤害人的东西，创造墙壁，把人隔得越来越
远。 但如果一个科学家相信这个世界是善良的，
他就会终其一生去发明联系，创造链接，发明能
把人连接得越来越紧密的事情。

成人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念， 就是最重要的
教育信念。 如果一个家长、一个老师相信未来是
善良的，那么他就教孩子们去打开可能，去创造
可能，去尝试更多，去体验精彩。 但如果一个家
长和老师相信未来是灰暗的， 就会教孩子过分
保护自己，开始死读书，熬过那些考试，找一份
安稳的工作，做一个老老实实又平庸的人。

成人对于这个未来世界的判断，其
实是关于生涯教育最重要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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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本质是单纯，让孩子保持
单纯，是一种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最
成功的教育。 知名歌手韩磊就很尊重
儿子韩瑾峣，让他在探索中成长。

一管牙膏有多长
小瑾峣 2 岁时， 就学会了刷牙，

并对神奇的牙膏有了诸多问号。 一
天，他问爸爸：“您知道牙膏筒里的牙
膏有多长吗？ ”爸爸答不出来。 儿子
说：“爸爸不知道，没关系。 ”

爸爸出门一趟，回到家中，儿子
欢天喜地对他说：“我知道一管牙膏
有多长了，有从沙发到卧室门口那么
长！ ”爸爸低头一看，地上有长长的一
条白色的线条。 原来儿子把一管牙膏
全都挤到地上了。 小瑾峣认为自己做
了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小脸笑得如
花儿一样，还一个劲地问爸爸：“这到
底有多长呢？ ”也许在别的爸爸看来，
孩子这是糟蹋东西， 牙膏不能浪费；
或者索性打孩子几下，告诫他不能做
这样的事。 可韩磊认为儿子是在做一
件求知探索的事， 并和他一同探索。

于是他找出一根棉线，沿着地上的牙
膏摆好，用尺子量出了线的长度。 如
此得到牙膏的长度，让儿子觉得眼前
出现了新奇的“一线天”，钦佩地对爸
爸竖起了大拇指。

“我也要上《星光大道》”
韩瑾峣 3 岁时，偶然看到了电视

上的《星光大道》节目，一下子就被吸
引住了，总嚷嚷着要看《星光大道》，
并说“我也要上《星光大道》”。 爸爸
说：“你现在年龄还小，等你长大了就
可以上了。 ”儿子想了想，摇摇头，并
不同意爸爸的话。

那天，夫妇俩去超市购物，回到
家时，客厅满地都是用一切两半的苹
果摆出的图案。 一见到爸爸妈妈，小
瑾峣就兴高采烈地说：“爸爸妈妈，我
上《星光大道》了！ ”说着，便载歌载舞
起来。 爸爸一看，被拦腰切开的苹果
切面还挺像星星的。 爸爸夸奖儿子有
创意，但同时告诫他，刀是锋利之物，
大人不在家时不能随便玩，要是不小
心把身上割破了， 那可不是闹着玩

的。 儿子看见爸爸一脸严肃，懂事地
点点头。

大草原上乐趣多
为了领略城市以外的广阔天地，

爸爸每次去内蒙古老家总会带着儿
子。 有一次，小瑾峣揣着一口袋鞭炮
到处炸，见到一些牛粪，便把鞭炮插
在牛粪上点着了。 在“啪啪啪”的爆炸
声中，小瑾峣有了心得，他说：“干牛
粪没事，一炸就散，只有一团烟雾。 新
鲜牛粪却不行， 一炸就四处乱溅，躲
都躲不开。 ”

有朋友觉得韩磊教子的方法不
够安全，他却说，像韩瑾峣这样什么
都总想尝试一番的“野孩子”遇事反
而不会手足无措。

孩子的可贵在于单纯，因为单纯
不以无知为耻， 单纯又无所忌讳，这
两点正是智慧的重要特征及其来源。
不遮住孩子探索的眼睛，对孩子的单
纯加以呵护，也许孩子长大后不一定
是学问满腹，但绝对是一个充满智慧
之人。

爸爸的育儿经（十三）

让孩子在探索中成长
当澳大利亚威尔逊夫妇计算支付他们的女儿路易

莎在麦考瑞大学修完学士学历所需的费用时， 他们震
惊了。

计算结果显示 1 年需要约 2 万澳元 (约合人民币
9.8 万元)，包括在家吃饭，购买衣服、电话账单、医疗保
险、健身会员、汽车保险与维护(不包含挂牌和车油费)、
书本费、不包含在高等教育贡献计划(HECS)内的学生
学习费用等。

像路易莎这样每年支出 2 万澳元大学相关费用是
很普遍的。 一份最新的全球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父母资
助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方面是最“吝啬”的，平均资助的
总额少于每年 7000 澳元(约合人民币 3.4 万元)，而英国
则是 6570 美元(约合人民币 4.4 万元)，美国是 14700 美
元(约合人民币 9.8 万元)。

在澳大利亚只有 58%的父母会支付全部的教育费
用，埃及是 97%，中国为 90%，美国为 79%，英国 67%。 与
其他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的父母更希望他们的子女自
己支付大学教育费用。

另一份调查中显示，当地大学生中只有 36%的人收
到过来自父母的金钱支持， 包括 9%的学生家长为他们
支付了学费。 技术账单，餐饮和课本是澳大利亚父母最
常资助缴纳的。 只有 40%的父母表示会资助缴纳学费。

威尔逊(Denney-Wilson)博士表示学生没有家长的
资助明显会很不利。 例如学生做兼职，要在学校和工作
地点之间来回奔波，非常疲惫。

路易莎尽管住在家里，但她也要做两份兼职。 不过她比较幸
运，父母对她是支持的，也愿意让她住在家里。 父母帮助路易莎可
能要支付高额费用，但是她也会帮助家里煮饭、购物、照
顾宠物。 尽管每年花费 20000澳元，但路易莎的大学费用
依然比私人学校的费用低。

澳
大
利
亚
父
母
对
教
育
支
出
最
﹃
吝
啬
﹄

异国
之鉴

株洲李女士咨询：我女儿 10 岁，因为竞选班干部，跟好朋
友闹掰了。之前这个班干部是她做的，这次她落选了，而她的好
朋友选上了。 从此两个孩子就一直不开心，女儿曾哭着说好朋
友很令她生气，言语之间不乏埋怨之词。 我们该如何引导她？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叶子：10 岁的孩子，拥有这些情绪体
验都很正常，而如何对待这些情绪，则是需要孩子去学习的。

切忌给孩子消极评价。看着孩子落选，家长一定着急。这种
心情很容易在言语之间表露出来。 这些信号被孩子接收到，会
引发孩子的一些焦虑。 有时，孩子因为害怕来自父母的评价和
建议，反而不愿意倾诉。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在观点选择上，
更愿意听同伴的，而不是父母的。所以，父母要尽量收起自己对
这件事情的评价，尤其是消极评价。

做倾听者。家长看到孩子不开心，特别想帮助孩子，孩子不
一定愿意讲。 有时，父母越想知道，孩子就越抵触。 如果孩子不
想说，不如就陪着她，告诉她，她的不开心父母都看到了，也很
心疼，等她愿意的时候，可以跟父母说一说，会舒服一些。 父母
应该学习做一个倾听者，试着相信孩子，相信她在你们的情感
支持下，有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与孩子讨论友谊。 等孩子情绪好点以后，可以和孩子一起
回顾她与好朋友的往事，家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友情故事。 在
故事的交流中，增进孩子对友谊的理解。在分享中，可以描述好
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怎么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又
经历了哪些矛盾，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有哪些心得和遗
憾。 在与好朋友闹掰的危机中，让孩子明白友情的价值
最重要。 陆嘉琪 /整理

明白友情的价值最重要

爱阅读的孩子总是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让妈妈惊喜又无
奈，要搞定这样一个孩子，妈妈还真得“斗智斗勇”，不过，也是其乐
无穷。 马恒超 /绘 心理

诊室

以前，在陶陶零用钱方面，我是非常吝啬的，她是没有零用钱
的，想要的东西，除了学习用品外，我是不会给她买的，也没有商量
的余地。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陶陶不知跟我要了多少东西，都让我
残忍地拒绝了。

终于有一天，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了。
一天，我接到了陶陶班主任的电话，说陶陶上课玩贴画。 我一

听头就大了，贴画？ 没给她买呀，她在哪弄的？ 下午淘淘放学回到
家，我忍不住开口问：“你的贴画在哪拿的？ ”

“我用存钱罐里的钱买的。 ”
听完，我就愣了，她竟然拿存钱罐里的钱去买贴画？ 如果，存钱

罐里没钱了，怎么办？ 她会在哪拿钱？ 我不敢再继续往下想……
我这样做，不对吗？ 不让孩子乱要东西，不让她乱花钱，不对

吗？ 我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我并没有理由去责怪孩子，她拿自己的
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错吗？

我开始改变我自己，并且主动跟孩子道了歉，我们也达成了一
致协议，我每月给她 10 元的零花钱，由她自己自由支配，钱虽然不
多，但对陶陶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

晚上，我们去家附近的广场玩。 路边卖小玩意的摊子很多，各
式各样的玩具，琳琅满目，其中有陶陶最喜欢的“魔法棒”。

“妈妈给你买一个吧？ ”
“真的呀？ ”陶陶用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
“真的。 ”
她犹豫了一会说：“好看是好看，我玩有点幼稚了吧？ ”
“你觉得呢？你不是一直很想要吗？也可以用你的零花钱买。”
“算了吧，我在这里玩玩就行了，这一支就 5 元，买完它，我只

剩 5 元了，再看上了别的东西，怎么买？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
多星期过去了，她竟然一分钱都没花。 我们每天晚上都去广场玩，
看到喜欢的小玩意就玩一下，给她买，她也不要。 她说，到她生日，
她要给自己买一个毛绒玩具。

这几天，我对陶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大方’了，你
却‘小气’了，什么都舍不得买了。 ”通过“零用钱”这件事，我也深深
体会到了，与其把孩子抓得紧紧的，不如放手让孩子自己
去支配。 要相信孩子有这个能力管理好自己的“零用钱”。

妈妈“大方”了，孩子“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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