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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父母必读

□ 谢可慧

这些年，我看过太多这样的父母。他们总
是喜欢把孩子作为自己一生的心血和一生努
力的归结点。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那么努力，
就是为了孩子， 他们的幸福和不幸福都寄托
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他们总是重复着这样一
些话： “我每天起早摸黑地干， 还不是为了
你。 ”“我省吃俭用，还不是为了让你过上好
日子。”“你看我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我过得
那么苦，你如果不成才，你还有脸吗？ ”

其实，孩子的内心很强大，但也很敏感。
而这些说自己多么“不容易”的父母，往往只
在乎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而忽略了孩子的感
受。

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医院里看病，前面排
着一个小姑娘。她的母亲一直在斥责她，为什
么把眼睛搞近视了？ 小姑娘很委屈，一直哭。
她的母亲也哭：“你怎么把眼睛搞近视了，我
这么辛辛苦苦地把你养大， 你还让我给你配
眼镜，你知不知道，都是钱呐。 ”一边说，还一
边推自己的女儿。

我不知道她们家是不是过得很辛苦，但

在众目睽睽之下，斥责自己的女儿，诉说自己
的辛苦， 认为自己的不幸福都是来源于自己
的女儿，实在不是那么体面。

小姑娘被自己的母亲说着，哭着跑了。
生和养从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除非你

一开始就选择不让她降临这个世界。 量变
到质变，总是潜移默化。 终有一天，她会觉
得自己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而对自己有所
失望。

让孩子承受家庭的压力，实在不该。我曾
经听到一个母亲这样说， 不要随便向孩子倾
诉你的“不容易”，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这些

“不容易”会变成孩子无形的压力，而你永远
不知道，这样的压力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聪明的父母，不会反复唠叨自己的“不容
易”；聪明的父母，会把自己快乐的一面展示
给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既然孩子解不了你的
苦，你又何必让他也一起苦。 孩子的时光里，
有属于她的一切，而在泾渭分明的世界里，你
负责你的努力和她的成长， 她也负责她的努
力和她的成长，就已经足够了。

二宝在大宝然然的满心期待中安然降临。 月子
期间，我陪伴然然的时间少了，先生经常出差，然然
的睡前故事都没有人给她讲了。 然然的小世界里，
由原来所有家人陪伴她变成了大多时间她都是在
一个人玩耍。 尽管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铺垫，让她
有心理准备，但多多少少的，她还是有些失落。 在这
个过程中，然然成长了很多，也教会了我很多。

孩子教会我包容
每天晚上睡前，洗漱的时候，然然都特别拖拉。

有一次，我喊然然洗澡，她不仅假装没听见，还一直
在看动画片，我有些不耐烦，就强行把电视机关掉。
然然大哭起来，我说：“别哭了，先洗澡吧。 ”她依然
在哭，我有些不耐烦，“别哭了，妈妈要生气了。 ”她
哭得更伤心了，“妈妈不爱我了。 ”我忍着性子对她
说，“妈妈很爱你。 但是你再哭，妈妈就烦了。 ”而然
然接下来的话， 让我内疚万分，“笑的宝宝要爱，哭
的宝宝也要爱，因为温柔的妈妈我爱，发脾气的妈
妈我也爱。 呜呜呜……”

听到这句话，我愣住了。 原来，在孩子眼里，爱
妈妈就爱妈妈的一切，包括坏脾气，而我还不如一
个孩子有包容之心，竟然忍不住朝她发脾气。 我在
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表情，原来发脾气的模样真的
很吓人。

从此以后，面对孩子的淘气，我想发脾气的时
候就先照下镜子，提醒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深呼
吸，温柔、耐心地面对孩子的一切。 我会告诉然然，
妈妈心情不好时， 让妈妈一个人转过身静一会儿，
等妈妈调整过来，这样妈妈就不会生气了，可以继
续陪然然，然然欣然接受了我这个建议。

孩子教会我，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
执着于其过去的错误，就会形成思想包袱，让两人
关系变得僵硬。 每个人都应该学着心平气和地去解
决问题。

孩子教会我倾听
“然然，帮我拿下小宝的口水巾。 ”“好的。 ”“然然，

帮我拿下纸尿裤。”“好的。”“然然，去客厅看书吧，我要
哄小宝睡觉。”“可是我想跟你一起讲故事。”“小宝要睡
觉了，你别吵，自己去客厅看吧。 ”“嗯，好吧。 ”……

“呜呜呜……” 没过多久， 我听到然然哭了起
来。 哄小宝睡着后，我来到然然身边，“然然，你怎么
啦，怎么哭了？ 跟妈妈说说。 ”“我不想跟你说，你总
是不听我说话。 ”“妈妈没有不听你说话啊。 ”“你每
次都不听我说什么， 每天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不
要吵，自己去玩，小声一点……”然然越说越委屈。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孩子听我们的话，
能够懂我们的心事， 却很少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心
声，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关心、肯定和尊重。

孩子教会我：学会倾听，用心去感受对方的内
心世界。

在生活中，发现孩子的问题时，我们大多数时
候喜欢说教，而不是静下心来反思自己。 其实，孩子
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孩子有缺点，家长应该先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静下心来，我们才会发现，孩子也能
教给我们很多事情。

特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三学生，来自德
国。 今年 24岁的特斯成绩优秀，“我的父母自小
就让我作决定，他们总是告诉我说，我有各种各
样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一边读书一边学习音乐，
也可以选择去做运动员，反正我的人生是我自己
决定的，他们只给我指导意见。 可是他们却在有
意无意之中向我灌输责任感的重要性，他们在要
求我自己作决定的同时也要求我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而他们也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

特斯的妈妈在面包房里工作，每天都在家里
把黑面包发酵，多年来一直都很敬业，也从来不
会占面包房的小便宜。“就是她的这种负责精神
感染了我，我的父母是我学习的榜样。 ”

而一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了一件让他
感触最深的小事：在德国过马路，人们绝对是按人
行横道上红绿灯的指示行事的。当有一天傍晚，他
在莱比锡火车站发现两个当地的年轻人违章过马
路时， 竟如获至宝地向他的德国陪同裴海丽小姐
说：“当时人行横道的红灯亮了，尽管马路上一辆
车也没有，但人们都站在原地不动，只有那两个人
犹豫了一下便跑了过去。”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
对裴海丽说：“你看， 德国也有行人过马路不守规
矩的。 ”然而，裴海丽的回答足足让他回味了好半
天：“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做的，如果当时马路

上一辆车也没有的话。不过，在一种情况下我是绝
对不会违章过马路的，不管当时有没有车，这就是
当我的身边站着孩子的时候。 ”

德国慕尼黑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冯纳斯基
斯教授来中国参加经验交流会时说：“我参观过
中国的幼儿园、学校，父母出许多钱让孩子上那
么好的学校，真羡慕这里的孩子。 ”但是，中国的
父母大多以为孩子上了学，教育孩子就是学校的
事了。其实不然，在孩子长大成人前，父母必须在
家庭教育上花大力气。 冯纳斯基斯教授指出，如
果将一个家庭在孩子身上的所有投资以“1”为计
算单位，那么父母就应将其中的 50%投资在家庭
教育上。 因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最
重要的。

显然，在德国，孩子的教育中父母充当着标
尺的角色，父母们要求孩子做的，也是自己正在
遵守的，他们绝不会认为教孩子规则是学校和社
会的事情。

“家庭教育对孩子，尤其是未成年孩子如此
重要，家庭的教育氛围，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
的一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
一生。中国的父母在对孩子寄托重大期望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家庭中注意对孩子的教
育方法，这才是长远之计。 ”特斯说。

不要随意倾诉你的“不容易”
亲子博客

德国父母充当孩子的标尺
□ 吴茜

异国之鉴

孩子教会我的那些事
□王丽梅

因为父亲是小学老师，早在孩提时代，教
师圣洁和崇高的品质就在何姮菊的心中根深
蒂固。 那时，她就在心中萌发了当一名人民教
师的愿望。于是在高考录取志愿书上，她毫不
犹豫地写下了四个大字———衡阳师专。 毕业
后，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站在了神
圣的讲台上。

记忆的画面回到 1987 年的夏天，21 岁
的何姮菊师范毕业了，分配到离市区 30 多
里衡阳市九中任教。 当时交通不便，一天只
有早、晚两班车。 来校报到的那天，因为错
过了坐车时间， 她只能从白沙洲步行十五
华里到九中报到。 路过一纺机，穿过湘三农
场，走过长塘村，来到茅叶滩，当她汗流浃
背、气喘嘘嘘地来到这所偏远的学校时，正
值暑假期间，学校里看不到几个人影，这与
她想象中的市直中学反差太大了， 当时年

轻的她心里五味杂陈， 酸甜苦辣瞬间涌上
心头。

进校后的几年时间里，学校发展得很快，
由原来的 800 多人，发展到近 2000 人。 每到
开学时期，何姮菊总是忙得焦头烂额，忙完了
班级忙学校， 常常是最早一个来， 最后一个
走，完了还得把剩下的工作带回家。 家人不理
解总是埋怨：“别人当老师，你也当老师，为什
么你的事情就格外多？ 学校是付了你双倍的
工资还是咋的？ ”面对不解，她只是微微一笑：
“责任所在，职责使然。 ”再苦再累，她从来没
有过半句怨言， 对手头上的每一份工作都是
尽职尽责地做到最好。

何姮菊用自信、乐观、坚强的个人魅力感
染着学生，她希望学生也能学会这些，能够快
乐地生活和学习。 她明白要成为学生信任的
人，与学生建立信任的桥梁，就必须让学生感

受到老师的威严和人格魅力，让学生知道老
师是一个说到做到、言而有信的人！ 何姮菊
以身作则，做学生最亲近的朋友，给他们最
可靠的肩膀， 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平
等地看待他们，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播种
的是阳光，收获的是整个春天，有了朝夕相
处的默契，有了心与心的交流，孩子们对她
特别依赖。

有一年学校有位英语老师因病住院，校
领导找到何姮菊，她二话不说把工作接下来，
同时上五个班的英语课。作为一名班主任，她
每天还要管学生的早读和晚自习， 一天下来
脚都是肿的，只能用热水泡泡脚。 2005年，何
姮菊同时上两个高二班和一个高三班的英语
课，每天要做两个教案，一天工作时间在 15
个小时以上，除了睡觉和吃饭外，所有时间都
花在工作上。 2014 年，何姮菊因甲亢引起眼

病，在衡阳看了好几家医院都不见效，学校领
导和同事劝她去长沙看医生， 但她怕误了学
生课程，坚持在衡阳边工作边治疗，至今眼睛
还留下后遗症。

光阴荏苒， 日月如梭，31 年的时间就
这样过去了。 在这一万多个日夜中， 何姮
菊从不曾忘记自己的誓言， 更不曾动摇过
那颗育人的拳拳之心。 凭着这种对教育的
赤诚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她用心地做好
教育中的每一件小事， 耐心地处理班级里
的每个问题， 用全部的爱呵护着每一颗幼
小的心灵。

31 年的青春，31 年的无悔，何姮菊自豪，
更庆幸选择了“教书育人”这一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事业， 她将无怨无悔地耕耘在这片贫瘠
的土地上， 让娇嫩的生命之花永远绽放在这
希望的田野上! （通讯员 王军）

半辈子情系九中
———记衡阳市九中优秀教师何姮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