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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明白
“什么是失败”
这部纪录片给出了
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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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霸爸爸每天辅导儿子，数学考43分”“取得体育教师
资格证10年的爸爸教不会4岁的儿子跳绳”……这类话题先后
登上网络平台热搜榜，引发网友热议。在全社会都格外重视
教育的今天，辅导孩子学习、做作业几乎是每一位家长的必
修课。孩子学习困难甚至厌学怎么办？怎样才能让孩子写作
业又快又好？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这是令很多家长感到十
分困扰的问题。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心理学副研
究员，杨霞在工作中也常被家长问及这些问题。

　　杨霞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至今已有30年儿童心理问题咨
询、矫治经验。近日，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孩子做作业磨蹭、学习成绩不
好，有些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些可能跟大脑、神经发育不良
或者视觉、听觉发育不良有关，也可能跟婴幼儿时期运动不足有关。对于前
者，要重点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后者，则需要经过专业指导，来
对孩子进行注意力集中训练或者动作协调训练，逐步解决问题。
　　杨霞表示，她做咨询接待的孩子中，2岁至18岁的都有，80%的年龄在5
岁至12岁。其中，5岁以下孩子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发展不足，包括语言发育
迟缓、注意力障碍、自控能力差，以及情绪问题、自闭症倾向。6岁到12岁
的孩子问题多与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障碍有关。中学阶段的孩子主要问
题依次为厌学、情绪问题、游戏成瘾。
　　“来我这里咨询的厌学的孩子，几乎都是因为课外班太多了，学‘伤’
了，所以厌倦学习。”杨霞说，“这种情况下，我一般建议家长，停掉孩子
所有的课外班，包括非知识类的钢琴课、绘画课等。先让孩子回到最基本的
运动和劳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学习意愿会有所提高。要真正解决孩子厌
学问题，需要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兴趣点，让孩子有学习动力。”

 孩子学“伤”了，建议停掉所有课外班

  对于孩子的学习问题，杨霞是这样回答记者提问的。
　　问题一：今年前段时间，有关“学习困难”门诊火爆的新闻引发社会关
注。请问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哪些？
　　杨霞：在我国学界，阅读困难、书写困难、运算困难等都归入到了“学
习困难”中。关于导致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研究认为主要与孩子的出生有
关，如妈妈怀孕期间经历过先兆性流产、因保胎运动少，或者经历了孩子早
产、难产、剖腹产等。同时，跟孩子出生后早期运动（如爬行等）不足等，
可能也有关。
　　问题二：孩子学习成绩差与孩子学习困难，这两者是否一样？
　　杨霞：不完全一样，但有相关性。因为学习成绩受智商和能力（包括学
习能力）影响。如果孩子智商低，或者智商正常但能力很差，都可能会学习
成绩不好；如果智商高、能力低，可能小学成绩还可以，后续未必一直好。
孩子的智商跟父母的智商有关，且智商难以被训练，所以家长很难去改变孩
子的智商。因此，孩子出生以后，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对孩子进行能力训练。

 孩子“学习困难”或与大脑功能发育不协调有关

  关于写作业困难，杨霞认为有少数孩子是因智力低于正常，多数孩子是
因为另外两种原因：
  一种是孩子没有从小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类孩子可以要求他写作业时
不要听音乐、不要吃东西，写作业时模拟考试状态，按时间完成。养成了这
个习惯，孩子就能既在平时迅速完成作业，又在考试时不容易紧张。
  另一种是孩子小时候感觉统合训练不足，导致感觉统合失调。感觉统合
失调是指儿童的脑部神经系统不能有效地结合外界的感觉刺激信号，导致机
体无法协调地运动、作出反应。感觉统合失调的孩子可能会存在学习能力障
碍，体现为写作业拖拉、慢等。但很多家长开始可能并不知道孩子有这一问
题，也没有引导孩子做促进感觉统合的训练，而是在忙着发展孩子的业余爱
好（如唱歌、跳舞等）。
　　对于如何才能将孩子培养得既自信，又能较好地应对挫折的问题，杨霞
认为12岁以下的孩子，自信心来自父母的鼓励、肯定、支持，以及自身协调
性的发展。家长对孩子的否定态度容易使孩子产生自卑感，丧失自信心；家
长对孩子过度照顾和保护，会使孩子遇到困难就畏难，不自信，甚至产生无
价值感；另外，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运动协调性不好的话，也会导致孩子不自
信，这需要加强孩子的协调性训练。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孩子遇到挫折和失败时，不
要批评孩子，也不要包办代办，而要鼓励孩子再尝试、再实践。现在很多孩
子很难接受挫折，是因为从小经历的肉体上、物质上的困难与挑战太少了，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太少了，精神上的压力又太大了，心理上就崩溃了。
如果孩子能从小坚持游泳、坚持爬山，可以锻炼孩子的耐力。耐力锻炼会使
孩子变得更能吃苦，更能隐忍，更能应对挫折。    本报综合

 让孩子多锻炼、增强耐力，有利于应对挫折

  当下，在考试、教育孩子什么是成功等方
面有无数经验。但成功是偶尔的、少数的、难
以预估的，失败才是我们一生中要多次面对的
时刻，可恰恰关于失败这堂课，我们教给孩子
的知识寥寥无几。
  在中国，许多人的前18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都是在为某几场关键性的考试努力的。如
果这些孩子不能走出考试失利的阴霾，他们要
如何面对失败？如何能把失败转化为继续前行
的动力？
　　一部名为《败局启示录》的纪录片值得推
荐。纪录片共八集，每一集不到30分钟，每一
集的主角都是从事体育的运动员——— 拳击、体
操、冰壶、五项全能、街头篮球、高尔夫等。
　　这些运动员中有的人看上去并不那么失
败——— 有一度从业余打进职业的拳击高手、有
斩获全国各项大奖的花样滑冰选手、有代表国
家出战的冰球队员，但最大的成功也就止步于
此。更不用说，这八个人当中的大部分，在他
们所从事的领域连名次都没有、专业队都
没进。
　　如果以奖牌来论成败，这些人无疑都是失
败者。但看完纪录片后，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失
败者。纪录片里采访了他们的家人、朋友、
同行、教练等相关人，这些人也不认为他们
是失败者。相反，他们对这八个“失败者”
充满了敬佩、羡慕和尊重。
　　不只是运动员，在我们的一生中，多数
时候我们都想要赢、想成功。但当我们付出
了自己所有努力，临门一脚时，选择赢家的
往往不是努力，而是命运和一点点运气。
　　对于失败的人来说，应该学会如何面对
自己化为泡影的付出和努力，如何面对自己
逝去的梦想和野心，如何面对失败之后的漫
漫人生。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少数，更重要
的是，成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捧起冠
军的奖杯。
　　存活下来就有机会再战是成功，在失利
后磨练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力是成功，坚持自
己的选择和风格是成功，换一条轨道找到适
合自己的赛道是成功，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是
成功，重视失败从中学习到更多亦是成功。
　　正如拿破仑说的：人生的光荣，不在永
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败屡战。
　　而这些，正是我们要教给孩子的有关失
败的真谛。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