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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家长重构教育理念任重道远。作为班主任，应该先从“源
头”——家长入手，让家长认识到仅仅是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远远不够的，还要给孩子更多的关爱
呵护，走进孩子的内心，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家校合力，共筑孩子心理健康路！

明明是优秀的孩子
为何总是自我否定？
班主任借助家校合力，共筑孩子心理健康路

明明是优秀的孩子，却总是没有
自信、自我否定，寻找背后的原因，原
来是父母施加了过多的压力。余姚市
姚北实验学校陆梅芳老师的工作不仅
仅停留在学校层面，她还第一时间家
访，帮助家长建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共
筑孩子心理健康路。

提到“测试”
孩子焦虑不安

那年我担任小学毕业班班主任，
有个叫小益的女生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教过她的老师，都十分佩服
她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她的不少书
法作品、作文在余姚市获奖，每次成
绩都拔尖，还在学拉丁舞、弹琵琶，多
才多艺。

然而“马失前蹄常有时”，一次班
上数学大冲浪，小益由于一连几天生
病，没有发挥好。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能
力不行，以至于以后只要老师提到“测
试”两个字，她便焦虑不安，甚至出现
失眠……

记得有一回，就是平常的数学单元
评估测试，傍晚放学前我通知孩子们今
天没有回家作业，可以调整一下自己。
听到这番话，其他孩子都是开开心心整
理书包打算回家了。可小益却脸色苍
白，表情明显僵硬了。

我发现她把课桌里的书、作业本
都放到课桌上，拿拿这本看看那本，然
后又把书放回到抽屉里。这样反复了
好几次。

这时，我走过去问：“小益，你怎
么了？怎么还不回家呀？”小益红着眼
说：“老师，我不知道该带哪些书和作
业本回家，我觉得什么都要复习，明
天肯定要考不好了。”说完眼泪就流
了下来。

孩子明明很优秀，为何总是
自我否定？我思考了下，这个年级
的孩子，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常常
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
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
位。

如果孩子平时听到的都是挑
剔的声音，一个小小的过错被抓
住不放，时间长了她就会习惯性
地否定自己，进而失去对学习和
生活的热情。

平时在学校里，老师们对小

益的态度多是肯定的，甚至觉得
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近乎苛
刻。那么，为什么孩子还会有这样
的表现？

周三无作业日，晚饭后我敲
开了小益家的门。“我家益益从小
就聪明又自觉，样样都是争第一。
我们对她有很高的期望。”小益妈
妈说，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她把小益小学各个阶段的学习计
划都已经明确安排好了。

“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做

准备，校外报了奥数金牌班、作文
提高班、英语外教班，回到家里可
以做各种名师系列练习卷和测评
卷，非常充实。”听到这里，我不禁
愣了。

家长通过这种方式在孩子的
身上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觉得孩
子必须要有好的成绩才能成功。
这在无形中就给孩子增加了很大
的压力。高强度学习和练习，生活
就像一个陀螺，反倒让小益迷失
了自己。

孩子的故事

我的思考

生活像陀螺 反倒迷失自己

我的方法

家校“签协议”甩掉心理包袱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这
是一种很正常的期盼。但是不能强
加自己的意愿在孩子身上，逼得太
紧反而会适得其反，孩子已经出现
了焦躁乃至失眠的情况。

我跟小益的父母深入交流。
因为小益爸爸忙于工作，所以管
孩子生活学习的重任都交给了小
益妈妈。作为高标准、严要求的虎
妈，她总是跟孩子强调成功的重
要性，对失败缺乏宽容，久而久之
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压力。

小益对“测试”这件事的态度
就能从侧面反映出来。平时学习

生活中，家长只是盲目地施压、批
评教育，容易让孩子陷入焦虑的
情绪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家长
一定要及时作出相应的对策。

作为家长一定要帮助孩子找
到紧张的原因，了解这种紧张所带
来的不良影响，并且找到相应的措
施来解决。“只有轻装上阵，才能挥
洒自如！对于测试，孩子应该调整
心态，甩掉过多的心理包袱。”交流
中，我与家长畅谈后达成协议，主
要是五个方面的改进。

1. 建议家长学习关于孩子心
理辅导方面的书籍。有了一定的

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对孩子进
行心理辅导。

2. 每周一次陪同孩子走进大
自然。大自然是人类的好老师，投
入大自然的怀抱能使孩子真正卸
下各种心理包袱。

3. 校外培训机构有选择地参
加，凡是小益没有兴趣的都要尊
重小益，不再参加。

4. 适当练习，每天留出一定
的时间放松和阅读。

5. 一旦孩子身上出现问题，
第一时间和班主任联系，及时解
决。

我建议小益的父母，在家里
开设“开心驿站 闲庭信步”活动。
利用每天晚饭后20分钟时间，一
家人围坐一起聊聊天，或者到楼
下去散散步，在放松的状态下鼓
励孩子。

以往家长们只注重身体的健
康，容易忽略了心理健康，最终可
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倾听这件事
看似微不足道，但有助于舒缓孩
子的情绪。

“沟通没有秘诀，父母必须根
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创造适合的
沟通方式。”我建议小益父母耐心
地倾听孩子的想法。

此外，我还想到借助班集体的

力量，彻底改变小益学习焦虑。因
此，班级里我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
的氛围，让她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通过学习讨论组、知心朋友组、游
戏共享组等各类小组来帮助小益。

“小益，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出
去玩呀？”有一次自习课后小益情
绪低落，下课无精打采地坐在座
位上发呆，知心朋友组的唐唐和
楼楼两位同学走到小益身边关心
地问。小益说：“刚刚一道奥数题，
做了好久都做不出来，真的好没
用啊！”唐唐说：“你可是我们班的
数学智多星呢，你都做不出来，那
肯定是超难题啦。”楼楼说：“那我
们一起去和陆老师讨论一下，一

定很快能解出来。”于是，三个孩
子来到办公室，我稍微引导了一
下思路，小益就恍然大悟，很快做
出答案。这时，身边两个小伙伴趁
机好好一顿夸，小益开心地笑了。

通过家长、老师、同学共同配
合努力，渐渐地，小益同学终于走
出了心理阴霾，家长也明显感觉
到孩子的变化。

“陆老师，益益说现在学习轻
松了许多，也高效了许多。今天她
的英语朗诵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
的表扬！她对以后的学习有信心
了！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付出！”
小益妈妈欣慰地说。那年的毕业
考，小益如愿考上了梦想的学校。

重视沟通方式 多倾听孩子意见

班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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