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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有“风吹草动”
家长就开始“草木皆兵”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磕了碰了难
免会心疼。特别是幼儿园、低年段孩子的家长，
生怕一不留神让孩子受了欺负。

被问及有没有遇到过“子涵妈妈”类型的家
长，海曙区石碶街道雅悦幼儿园的杨超颖老师
滔滔不绝。“太多了！”她苦笑着对记者说。

比如，孩子的额头被蚊子咬了，因为瘙痒忍
不住去挠，所以额头上的蚊子包显得有些红肿。
放学的时候，老师告知家长，孩子额头上的蚊子
包已经擦过药，他爸爸却认为肯定是和其他孩
子打架造成的。他不顾孩子的解释，激动地拍下
照片发给班主任质问。直到第二天一早，家长发
现蚊子包退下去了，才相信是被蚊子咬了。

同样是被蚊子咬，还有家长会问，“我们家
孩子在家的时候从来不会被蚊子咬，为什么在
幼儿园就会被咬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候因为
家长太过关心，再加上幼儿园孩子的表达能力
还不是特别好，有些家长听到孩子碎片化的语
言，就主观断定孩子受欺负了。”该园幼儿园家
长工作负责人汪春叶老师说，这种事情在幼儿
园时常发生，这时候老师只能尽可能摆事实、讲
道理，能调监控的就调监控，有现场“证人”的就
请来做证。其实这类家长就是怕孩子在幼儿园
受委屈，只要能让他们消除这方面的顾虑，矛盾
就会迎刃而解。

“我家子涵”引发热议

面对敏感的家长
老师该怎么办？

“我家子涵为什么没跑第一？”

“我家子涵怎么不吃饭？”最近，在

各大论坛与社区的帖子中，“我家

子涵”成了一句网络热梗，网友纷

纷模仿家长口吻，创作出成千上万

个“子涵”。

看似荒诞，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爱子心切，

不管前因后果，一开口便是兴师问

罪；控制欲太强，不止“鸡”娃，还

“鸡”老师……

一线老师怎么看待此事？面对

“子涵妈妈”们，应该如何沟通？为

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樊莹 通讯员 孙亚娜

家长眼中的“机会”
并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

“金老师，这次小红花奖励，为什么
我们家孩子没在里面？”“请多给他一些
表现的机会吧！”曾经每隔一段时间，海
曙中心小学雅戈尔校区的金海燕老师都
会接到班上小 A 家长打来的“关心电
话”。

这位家长本身是“高知”，非常重视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对孩子各方面的要
求也较高，从成绩、行为到爱好、习惯，事
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报名参加学校的
活动，孩子如果没有拿到好名次的话，回
家就会挨批。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孩子的
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小A家长就会主动
找老师沟通，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争取
表现的机会。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关心过
度，效果就可能适得其反。小A虽然才小
学二年级，每天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还
要去各种兴趣班学习。除去吃饭、睡觉
外，没有一点自己的空余时间。金老师发
现，在这样的“重点关注”下，孩子眼里的
光慢慢消失了，遇到什么事都怀疑自我、
没有自信。“什么都做不好”“我太没用
了”，孩子在书本上、铅笔盒里、手上都写
下这些话，且越来越封闭自我。

这和刚上小学时的状态大相径庭。
“记得一年级时，小A聪明机灵，上课爱
发言、爱思考，也很喜欢参与各种课外
活动。听说班级有朗诵比赛，第一个报
名参加；学校有拔河活动，也是主动跑来
登记。浑身充满能量、朝气满满。”金老师
说。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孩子？通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金老师发现，问题根源还是家
长干预过多，要求过高，父母眼中的“机
会”，并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

在与家长沟通中，金老师反复强调，
孩子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才能培养他独立
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哪怕失败也是一次历
练。

家长也意识到了问题，开始转变思
路，适当“放养”，解放孩子的“天性”。

“子涵妈妈”现象
归根结底是教育共识问题

深思“子涵妈妈”现象，归根结底是教
育共识问题，如果学校、家庭乃至社会，达
成了教育理念一致，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了。

共识一：遵循儿童发展规律。万事万
物，皆有其规律可循，孩子的成长也是一
样。比如，孩子在一岁前需要百分百的生
活照料。从两岁开始，孩子有了独立意识，
此时的生活照料不只是照料，更有培养。
如果家长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理解幼儿
教师的工作，走出“责任心=包办代替，细
心细致=大包大揽，保护照护=不磕不碰”
的教育误区。而教师的挑战则是如何用科
学、专业的知识指导家长更深入地看待孩
子的养育问题，赢得家长信任，从而达成
共识。

共识二：教育目标一致。这是家校
（园）合作共育最坚实的基础，也是最大的
共识。基于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理念，家
长和教师应结成同盟军，彼此理解与包
容，形成良性互动，

纵观大多数的“子涵妈妈”，他们会着
急上火是因为太爱孩子。但也恰恰是爱之
深而忽视了孩子的成长，违背了孩子发展
的初心。教师在与家长沟通时要理解家长
的心疼，看到家长背后的诉求，并引导家
长更好地支持孩子发展。

同理，家长与老师沟通时，要尊重老
师，学会换位思考，要尽量做到三“不”原
则，即缓沟通，不做情绪化表达；重信任，
不提前做主观臆断；少指责，不简单化乱
扣帽子。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家校（园）共育，形成教育
合力，赋予孩子的教育能量才能得到1+
1>2的效果。

浙江省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象山县
石浦镇中心小学副书记 邵琼

对学校、老师了解沟通甚少
缺乏信任感

“前两周，就有一位家长气冲冲地来学校理
论。”宁波的一位老师对记者说，“这个家长已经
不止一次地来过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激怒”了家长，一定要“讨
个公道”呢？这位老师无奈地对记者说，这位爸
爸工作比较忙，一周才见儿子一次。见面的时
候，孩子免不了会和家长说一些学校发生的事
情。比如，和同学玩的时候哪里磕了碰了；被老
师提醒桌面太乱，要整理课桌；孩子根据身高变
化调整了座位……这些常见的事情，在这位爸
爸的眼里，都变成了“同学欺负我儿子”“老师针
对我儿子”。

因为本身与学校和老师的沟通不多，所以
不管校方怎么解释，家长都不愿意相信，“为什
么他不让别的学生整理桌面，难道就我儿子的
桌面脏吗？”“在学校磕了碰了，难道和老师的管
理没有关系吗？”这位家长还是满腹疑问。

这位老师表示，其实说到底，就是家长不了
解学校，不信任学校，“我们告诉他，下课时的欢
笑打闹，是小学低段最常见的场景。一旦发现磕
碰的情况，老师也会及时处理正，不存在谁欺负
谁的情况。包括换座位、整课桌，也都是老师的正
常教学过程。老师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他认为这其间是存在信息差的。

老师，我家子涵怎么没有照片啊?我

们家子涵从小不管是相貌还是能力我觉

得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的，至少不比其

他小朋友差!如果还有下次我希望我家子

涵也能被拍照，老师给个话行吗?

王老师，我家子涵早上去
学校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放学
发现被蚊子咬了一口，幼儿园
就这样看孩子的吗?

老师，我们家子涵
为什么没有小红花?

老师是不是有人欺负
我家子涵了，怎么连饭都
不敢吃。

老师，我们家子涵怎
么在最后一排呀，能不
能调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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