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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傍晚，我下班回家，一进小区就看
见一群孩子在疯玩，却不见儿子涵涵。 上楼开
门一看， 儿子正趴在窗户边看着他的朋友们
玩得起劲。 我随口问道：“看什么呢，咋不下去
玩啊？ ”

儿子冲我“嘘”了一声，压低声音说：“妈
妈，凯凯这回考试数学不及格，我奶奶说了，
不能和他玩，不然会被他带成笨蛋。 ”

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和凯凯同班。 凯凯学
习成绩虽然差点，但乐观阳光，品行很不错。
俩孩子搭伴上学，周末一起写作业、玩耍，关
系一直挺好。 儿子为何突然有了这种奇怪的
念头？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表姐家的孩子小东。

小东从小学习特别好， 表姐不让他和学
习不好的孩子玩， 老师安排小东和成绩差点
儿的同学同桌， 表姐竟找到学校要求老师换
座。 小东后来虽然学习一直很好，但也一直没

朋友。 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省重点高中的尖
子班，成了全家人的骄傲。 但上高二时因为学
习压力大，远离父母，又成天独来独往，不幸
患了抑郁症，至今休学。

晚饭后，趁儿子回屋看书的工夫，我跟婆
婆说了儿子的表现， 也讲了表姐家孩子的情
况， 请婆婆以后不要给孩子灌输不恰当的交
友理念。 婆婆有些尴尬，但听了表姐家孩子的
严重后果，也认可我的说法。

然后我告诉儿子：“学习不好并不代表一
切都不好，比如凯凯，有什么好吃的分给你，
经常把家里的废品送给小区看大门的刘爷
爷。 而且，现在学习不好不代表将来不好，只
要肯努力，每个孩子都会有成功的机会。 ”

儿子明显有些迷惑， 但还是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我又给他讲了牛顿的故事：“牛顿
小时候学习成绩也不好，但他爱好广泛，做的

风车特别好，还喜欢问问题，长大后看见苹果
落地，非要问个究竟不可，最终发现了‘万有
引力’，成了大科学家。 ”

儿子忽然说：“妈妈，我知道了，也许将来
凯凯也能成为大科学家。 ”我乐了：“那可说不
准。 到时候你该多自豪啊，和大科学家凯凯是
同学。 ”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儿子
上学回来说他在学校找凯凯玩， 凯凯不理他
了。 原来前几天凯凯考试不及格后，儿子甩下
一句：“你学习不好，我不和你玩了。 ”这句话
很伤凯凯的自尊心，一赌气也不跟涵涵玩了。

我觉得事关重大，不能坐视不管，当晚就
去了一趟凯凯家， 和凯凯妈悄悄在客厅把俩
孩子之间的小摩擦说了，又替我婆婆道了歉。
凯凯妈听罢一笑， 说：“我说最近凯凯咋一直
闷闷不乐呢，原来是这样。 咱们一起努力，准

能让他们和好。 ”
周末， 凯凯妈约我带涵涵一起去郊区农

家乐摘草莓。 以往，两人坐车一准是挨着坐，
可这次却分开坐了，而且都绷着小脸，谁也不
理谁。 路过城南广场时，看见好多人正在放风
筝，涵涵问我：“妈妈，去年你给我买的那个老
鹰风筝呢？我想明天去放风筝。 ”我笑了，知道
儿子是想约凯凯， 就回头和他们说：“明天你
俩一起去放风筝吧。 ”

凯凯不语，凯凯妈说，“凯凯，放风筝可好
玩了，你想去吗？ ”他仿佛解脱了一般，对涵涵
说：“那明天早点去吧。 ”到了郊区采摘点，俩
孩子一人提着一个小篮子， 赛跑一般奔向草
莓大棚，已经完全冰释前嫌。

其实孩子的世界很单纯，
只是有时被我们大人给复杂化
了。

异国
之鉴

别让孩子成为“白眼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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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子不和“差生”玩时
□ 张素敏

很多孩子存在童年恐慌，
面临不能理解也不能承受的巨
大压力， 导致强烈而持久的焦
虑心态。 巨大的学习压力扭曲
了儿童的学习动机和人格发
展，导致儿童认知需要缺乏，人
际关系不良，使童年失去快乐，
致使厌学甚至厌恶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新
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非周末，仅
1.6%的少年儿童没有课业负
担。 中小学生主要的事情无
疑是学习成长， 但是如果没有
足够的闲暇时间去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而只是忙着完成家长、
老师或辅导班布置的课业，那
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性就可能
会被抹杀， 学习只会给他们带
来巨大的压力， 严重影响他们
的身心自由与和谐发展。

预防童年恐慌，重点在于家长应重视改
善家庭微环境。 面对同样的压力，并非每个
人都恐慌，关键在于能否理解和承受。比如，
作业过多的压力是硬指标，父母的态度就是
软指标。 父母如果善于缓解孩子的压力，孩
子可能不会恐慌。 实际生活中，那些拥有现
代教育理念和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孩子一
般不会产生童年恐慌，依然可以享受童年的
快乐。 可见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法非常重
要。

孩子是在体验中成长的，需要有很多锻
炼机会才能坚强，内心才能建立起一种行为
反应机制，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慌张，立
刻弄清怎么回事，选择恰当的解决方案。 父
母要多鼓励孩子大声说出自己担心的事情，
让孩子明白表达情绪不是软弱的表现，帮助
孩子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让孩子对自己
保持信心，积极、乐观地面对压力。

父母尤其要培养孩子抗挫折的能力，只
有表扬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负责的教育。父
母要经常和孩子讨论人生大事和人生经验，
比如将来做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等，在交
流中渗透价值观的引领。 要让孩子知道，每
个人都能成功和幸福，让孩子相信，适合自
己的就是最好的。

预防童年恐慌，父母是主角。 家庭教育
要将立足点从子女“成才”转向“成人”这一
终极目标， 改善家庭教育微环境，
不给孩子过多的压力，让孩子拥有
幸福而完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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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一次突发事件， 张女士绝
对不会反思自己教育孩子的失败， 因为 １０
岁的女儿兰兰是一个外人眼中特别“优秀”的
孩子。

兰兰各项成绩名列前茅， 既是学校的升
旗手，又是鼓号队领队。 张女士也很舍得给女
儿教育投资，在双休日报了钢琴、跆拳道、美
术、舞蹈等培训班，一年花费十几万。

在一起学习的孩子当中，兰兰出类拔萃，
做什么都得心应手。 因此，家里什么活儿从来
没想过让她来参与，兰兰长到 １０ 岁，从没
有动手做过一次家务，没有刷过一次碗，没有
洗过一回自己的东西， 哪怕每天换洗的袜子
全都是妈妈代劳。

因为孩子一惯的良好表现， 张女士很满
意。 直到最近她生病住院， 才引发了她的反
思。

张女士住院做了手术，手术那天，爸爸带
着女儿来医院看她。 刚从手术室推出来的妈
妈还在迷迷糊糊中，看到女儿很高兴。 在麻药
逐渐消失的过程中，疼痛强烈地袭来，张女士
处在痛苦的边缘。 可这时，女儿并没有注意到
妈妈难受的神情，她跳到床上，晃着床，大声

说：“我说我的 iPad 怎么在家找不到，
原来在你这里。 ”然后自顾自玩得不亦
乐乎，不时地大笑，完全没有顾及到病
痛中的妈妈需要安静，需要问候，更需
要关心。

躺在病床上正忍受痛苦的张女士
看到女儿的举动，难过不已。 刚做完手
术的人很需要休息和家人的关心，女儿
不仅连一句问候的话语都没有，还在床
上跳和晃，加剧了妈妈的疼痛。

“比起身体的痛来， 孩子的这种表
现更让我心疼。 ”张女士陷入了痛苦之
中。

生活中很多类似兰兰这样的孩子， 他们
成绩优异，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老师和父
母都很满意。 很多人认为，只要孩子成绩好，
家里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孩子插手， 搞好学业
就可以。 但是这样不知不觉中就会慢慢培养
出一个霸道、蛮横、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
无视他人存在的孩子。 他们缺乏觉察能力，缺
乏换位思考的能力， 很难顾及到别人的需要
和感受。 最终会阻碍孩子社会化的进程，孩子
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白眼狼”，影响孩子情

商的发展。
因此，家长不能只看到孩子成绩好，就以

为万事大吉。 这样偏狭的教育方式，会影响孩
子未来的发展，父母要适当放手。

生活中，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家庭的一
员，帮助家长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锻炼孩子
的手眼协调能力。 做家务的过程，孩子才能产
生同理心，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 通过做事有
了积极的体验，孩子也会感到很有成就感，当
孩子生活能力越强时，自信心越强，将来在社
会的适应能力也会越好。

以色列犹太民族是世界公认的优秀
民族，全球 1600 万犹太人只占世界总人
口的 0.3%， 却取得了 22％的诺贝尔奖。
以犹太人居多的以色列教育被誉为“全
世界最成功” 的教育。 笔者曾驻以色列
１２ 年，在笔者看来，以色列教育成功
表现在犹太人根深蒂固地重视教育，尤
其是家庭教育。

犹太家庭传统， 母亲的地位高于一
切， 只有母亲是犹太人， 孩子才是犹太
人。 犹太人５ 岁开始学习圣经经卷，不
是死记硬背，而是探讨各种哲理故事。男
孩 １３ 岁、 女孩 １２ 岁学完犹太教基
础知识，举行成人仪式，从小培养信仰和
独立顽强精神，把依赖他人视为耻辱。不
屈服、独立而不甘落后，这成为犹太人和
其他流浪民族的根本区别。

他们善于化繁为简， 把厚厚的经书
浓缩为４个字：敬天爱人。 这种强大信
仰，支撑着社会道德和家风。他们把人生
简化为做好 3 件事：做自己喜欢的事；有
出色的后代；多看看世界。

犹太人是节假日最多的民族， 笔者
经常应邀去犹太朋友家共度逾越节等犹
太宗教节日。傍晚，社区各家都隆重举办

家族晚餐， 家长先去附近的犹太教堂祈
祷，一些世俗年轻人不去，但也早早赶来
父母家布置晚餐。 入座后都按习俗头戴
犹太小帽，每人一本经书读本“哈加达”，
家长主持，从最年幼者开始，依次诵读一
段“哈加达”，其内容是民族传说和哲理
故事。 他们认为节假日是铭记历史的全
民教育，熏陶孩子的素质和责任心。

孩子每天放学后，家长最关心的是：
孩子今天是否提问了，如果能问倒老师，
那就更要表扬和奖励。 以色列大学毕业
生平均年龄 27 岁，全球最大。 他们遵行
义务兵役制，高中生要先服兵役，男 ３
年、女 20 个月。 军队对年轻人教育比学
校更大，除了生死考验外，从军也为创业
打基础，培养挑战和顽强精神，积累创业
人脉。

孩子当完兵后往往不马上上大学，
而是花３个月到半年全球旅游，开阔视
野，考虑未来。孩子们多半通过打工赚取
旅游费用， 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愿接受
家长资助，大部分学生大学学费靠贷款、
助学金或打工，他们大学期间
已经比较成熟并且有强烈的
创业创新意识。

笔者任教四年级已经是第 ４ 个年头
了，4 年来，笔者整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课
上笔者教他们英语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课下
我们做各种游戏。 同时，笔者也和他们的家
长们亲如朋友，无话不谈。

接到学校要举行英语戏剧节的通知后，
笔者马上告诉了学生。 第二天，就有一名家
长致电：“老师，我和几位家长沟通过，认为
英语戏剧这个活动非常好，我们愿意陪着孩
子一起参加演出。 ”于是，在笔者和学校协商
好了排练时间和地点后，孩子、家长们就开
始分头准备了。

14 个孩子的家长自愿组成了一个家长
志愿团，建立了微信群，由一名家长担任团
长负责总体安排。 每周一、周六下午两个小
时为戏剧排练时间，团长分别给每个孩子的
家长排班，让笔者吃惊的是家长们没有丝毫
抱怨，反而欣然接受了任务。

笔者负责和孩子们一起分析剧本， 帮助他们揣摩
每个人物的特点，专业的表演老师负责给孩子们排练。
下班后，笔者陪孩子们一起排练，而这时也成了与家长
交流的好时机。 很多家长趁机向笔者了解孩子在英语
课上的表现，让笔者帮着他们支招各种家教问题。

最终，孩子们在戏剧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一举夺
得“最佳团体奖”。只有建立起和谐的家校关
系才能更好地为孩子成长护航。 正如北京教
育学院张红教授所讲：好的关系就是好的教
育。 师生如此，家校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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