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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在儿子读小学的时候，我对一本美
国吉诺特编写的《孩子，把你的手给我》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合自己平时和儿
子相处的点滴，我学着让自己变成一个
让孩子愿意伸手来牵的好妈妈。

用“童真”沟通

如何应用沟通技巧来解决孩子不同
的问题，作者举了很多例子，让我真切地
看到了自己的童年缩影。面对孩子这样那
样的问题，为什么总是强势地批评他，而
不是选择良好的沟通技巧给予指导呢。于
是，我现学现用，借用圣诞爷爷的名义，给
孩子寄出了一份充满“童真”的沟通信：
亲爱的皓皓小少年：

你好呀！
我有一段时间没来看你了，你过得

好吗？
昨天我飞过你学校的天空，看见你

在认真写字，但你的头低得非常低，背也
弯曲得像座小桥了。这对你的眼睛伤害
会很大，背也会驼的。你可千万不要变成
一个 10 岁的老爷爷喽！挺拔得像棵小松
树的你才是帅气的！希望你以后在写字
的时候坐得端端正正。如果你做到了，到
时候爷爷一定送你一份大礼物！

爱你的爷爷
2020年12月24日

我把信悄悄放在孩子的床头。放学
后发现信件的他，认认真真地读完了。过
了一会儿，他“噔噔噔”跑来，拉起我的
手，兴奋地说：“妈妈，我的坐姿矫正器
呢，帮我装上吧，我写字要用！”我心里乐
开了花，多么天真美好的孩子呀！

用“同理心”沟通

书中还点醒了我如何面对孩子“撒
谎”这个问题。

撒谎是因为孩子害怕面对批评、处
罚，想要逃避责任的一种表现。如果不能
用合理的技巧解决这个问题，孩子撒谎的
行为就会不断发展，孩子慢慢就失去了面
对失败、批评的勇气及承担错误的责任
感。对于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严肃对待，
但也要讲究“同理心沟通”的技巧。

我的孩子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也
出现了几次撒谎行为。当孩子撒谎后，我
严厉地批评了他，责罚了他。孩子受到责
罚后，开始用哭来面对自己的错误，却没
有进一步的反思行为。结合本书所讲，我
才明白，是我的处理方式过于直接、粗
暴，缺少了同理心的沟通，忘记跟他说：

“妈妈理解你的做法和担忧，但我们应该
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想出如何改正的
方法，而不是依靠撒谎来逃避。妈妈愿意
和你一起来面对问题，即使这个结果并
不是太好。”我想，孩子听到我这样说的
时候，一定会拉起我的手说：“妈妈，我知
道错了，我愿意改！”

用“阳光心态”沟通

书中还讲述了孩子生活中的一天，
从早上起床、出门、上学到回家各种发生
的问题，比如：因为穿不好衣服、绑不好
鞋带就开始批评；因为早餐吃得慢就是
一顿说教；因为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回家
后一顿批评等。看完这个章节，我明白一
声温柔的起床呼唤，一顿没有道德说教
的早餐，一句热情的欢迎回家，一个亲切
的晚安拥抱……这些都是积极沟通的行
为表现，让自己像个太阳，不慌不忙，积
极向上地生活。父母是孩子的镜子，我们
自己用阳光积极的心态来过好每一天，
孩子自然也会是个向阳的孩子。

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妈妈带你1、2、
3、4往前走；孩子，请让我们牵起手，一
起快乐向前走！

成为那束温柔的光
——读《养育的觉醒》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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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如茜 镇海区仁爱中学

牵起你的手
快乐向前走
——读《孩子，把你的手给我》有感

□张维芳 慈溪市沧田实验学校

快节奏的生活，内卷的环境，
孩子们早已习惯在题海中挣扎，
在两点一线中奔波，他们的脸上
难得看到笑容，他们的脚步难得
轻松……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我们更
要“看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坚守
教育的内在规律，以不变应万
变。”我想，这规律必然是指向孩
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尤其是应
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还给孩子一
篇心灵的土地，让他们能有机会
卸下重重的负担，轻装前行。

作者在书中回忆起自己的
儿时，父母“近乎散养的方式却

另辟蹊径地给予我广阔的自由
空间，让我的心灵没有受到压
抑。一下午坐在河边或待在树上
想心事，静心感受四季的悄然轮
转，生命万物的各自生长”，他在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里收获了
心灵的力量，学会了与自己独
处，与自然相融，而这种能力在
成人后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弥足
珍贵。

教育者大可尝试将我们的
课堂搬进田野，在观察中学习
植物的结构，在劳作中感受农
人的辛劳，在欣赏中书写夕阳
的美好……如此释放、原生态的

环境里，又何来焦躁和抑郁呢？
除了学校教育方式的改变之

外，家庭是否也能给予孩子更多
的机会，拥抱自然，在山野间自由
驰骋？我相信，无数美好的画面定
将在孩子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
记，而记忆中，我们可以成为那原
野间的晨光，带给他们无穷清新
与适宜。

读罢合书，感慨万千，远望前
路，想到未知的旅程里我还将遇
见无数的孩子，而我，就愿做那一
束光，像灯塔、像彩虹、像朝阳，照
亮他们角落的阴霾，直抵心房深
处……

若生命中有一束光，在你最需要时悄然落在你的肩头，或许你会将它铭记一生。

教育与抚养是一场漫漫长长的旅程，我们时而踏花赏月信步前行，时而沉重迷茫步履维

艰，旅途中的走走停停是一种常态，也是我们沿途的风景。

读罢教育研究者张贵勇老师的《养育的觉醒》一书，我陷入了沉思，作为教师、母亲的我究

竟能在一个孩子的生命旅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兢兢业业的劝学者，还是恨铁不成钢的

养育人？曾经固有的一些执念在书页翻动之间摇晃坠落，我想，任何教育者观念的重塑或许也

在无声之中改变着孩子的未来。若要再问我想要成为什么，不如就做一束温柔的光吧……

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想和人分享，这里或许能找到“同类项”。如果你对生活有

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借由我们转手，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

体会，一点点也没关系，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

不论你桃李芬芳，还是初入教坛，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学子的故事，我们愿意倾听。散文、诗

歌、影评、书评、随笔、杂文，甚至书画、摄影、剪纸等，只要你愿意展示，我们乐意给予舞台。

征集邮箱：xiandaijinbao2@qq.com（标题上请备注“副刊”字样），请写上学校、作者名字及联系

电话，以便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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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只有爱才是最
好的老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

而爱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
陪伴。书中写道：“教育其实没有
什么秘密，尊重孩子的天性，全身
心接纳孩子，亲子之间明确地表
达爱、交流爱，孩子就会更像孩
子，家就会更像家，我们也更能感
受到岁月静好。”

从幼儿时期到小学阶段乃
至到成人阶段，孩子渴望在父母
的荫蔽下成长，鸟儿的羽翼未丰
之时，父母的在场能带给他们无
穷的温暖。在教育者的陪伴下，
孩子们目睹着一切，并在潜意识
中模仿着他们的行为，作者在
书中提到：“不可逆的时光里，父
母要放下身段，全情投入地陪伴
孩子成长，这比任何前沿、高端、
时尚的课外学习班都更有价值，
更能促进孩子成长。”殊不知，当

下有多少父母因事业与前程割
舍了与孩子的陪伴时光，反而安
慰自己孩子可以野蛮生长，但当
问题发生之时，才感叹为时已
晚。

作为教师，无奈班级里总有
一些行为出格或有心理问题的学
生，细察之下，才发现他们的背后
无不有着一个问题家庭，或是破
碎的婚姻，或是管理的缺失或是
复杂的纠葛，年幼的心灵承受着
不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痛苦，就
像一叶孤帆航行在大海之上，漂
泊无助，无处栖身，而表现在外的
则是层出不穷的问题，也许，他们
用这样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与
彷徨，作为师者和父母，不妨成为
海上的灯塔，即使在夜里航行仍
然有一束柔光默默相伴，给予孩
子以无声的慰藉，用包容、理解、
关爱与支持化解他们在成长路上

所经历的孤独与苦闷。
当然，为师为母之道，不只在

于陪伴，更在于感染与熏陶，正如
灯塔远射的柔光，给孩子以引领，
使其航行再远也始终知晓前行的
方向。

作者说道：“父母的处世态
度、生活方式会对孩子产生全方
位的终身影响。因此，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为人父母都不能停下奋
斗的脚步。亲子之间相互珍惜，彼
此鼓励，勇气、担当、自信等品质
就会慢慢在孩子心里生长。”

因此，当我们苦苦寻求让孩
子变优秀的方法而不得时，不妨
将目光转到自己的身上，在岁月
流逝中沉淀学识，提升涵养，以自
身的光芒吸引孩子的效仿，到那
时，我们便也不再将自己的焦虑
转嫁于孩子，教育自然也会变得
柔和美好。

如大海上的灯塔之光——以身示范，陪伴成长

《少有人走的路》作者斯科
特·派克说：“我们要让我们自己，
也要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到，人生
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常大的价
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
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

现今的孩子少有温饱问题，
大多也不必为生计奔波，如同圈
养在家中的小马驹习惯了有人喂
养、照料的生活，极少经历风雨的
洗礼；作为父母，更是竭尽所能地
为孩子提供优质的物质条件，紧
紧地攥着孩子的手生怕他们跌倒
受伤。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心

理问题——新闻中总能听到令人
哀叹的消息，大学生无法承受学
业、就业压力，或是遇到生活上的
一些挫折就轻易选择结束自己的
生命，如花的年纪还未经历生命
的诸多美好就凋谢了，多么悲哀，
多么无奈……

所以，作为教育者的我们不
妨转变思想，大胆放手，让孩子
经历风雨，经历成长。假期时，我
们大可以让孩子参与多彩的研
学活动，登山、野营、参观、下田
等丰富的社会情境能让他们充
分地接触社会，在同他人交往的

过程中学会与人相处、分享、合
作。遇到困难时，启发孩子树立
乐观的态度面对问题，寻找恰当
的方式解决问题，及时诚恳地反
思问题。

“没有人天生就有独立自主
的能力，成长没有任何捷径，唯有
不畏缩，才有望在挫折中走向成
熟，如凤凰般浴火重生。”教育者
所能做的就是以自我坚韧的品格
为孩子树立精神榜样，在他们的
心里种下自强的火种，每当风雨
来临时，他们也能始终满怀希望，
仰望那始终不熄的彩虹之光。

如风雨后的彩虹之光——直面受挫，守望成长

如原野间的朝阳之光——回归自然，呵护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