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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孩子如果不适应高中生活怎么办？”
“老师，这里的学生成绩都很优秀，孩子会不会跟
不上”……每年新生入学时，部分家长的焦虑就会
扑面而来，一线教师对此都有直接感受。
  其实，家长必须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他
们的长处与短处。要知道，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以及
性格都不相同，家长要做的是接受这种差异的存
在。在此基础上，家长与孩子可以一起设定一个切
实可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划定一条底线，在
目标和底线之间，应该允许他们“有时的失败”。
  记得2016届上海交大附中学生小A在高二期间
打篮球上瘾，投入学习时间较少，因此在高二第一
学期期中考试中，他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然而，
这位孩子的父亲并没有急火攻心，而是心平气和地
和儿子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这次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主要是因
为爸爸妈妈平时关心不够，是爸爸的错。
  这让孩子吃惊不已，成绩一落千丈，家长非但
没有严厉斥责，而是归责在自己身上。这句话瞬间
拉近了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距离。
  第二句话：你打了一学期篮球，强健了体魄，
为今后的工作生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爸爸给你
点赞。
  家长不但没有把学业成绩下降归于打篮球的影
响，甚至还肯定了打篮球对身体健康有益，这让孩
子与家长的心更贴近了。
  第三句话：新学期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取得
更好的成绩，爸爸相信你！
  不难发现，第三句话体现了家长的教育智慧，
充分调动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孩子的学习斗
志，并且在学习上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与信任。
  正是因为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小A此后成绩稳
步提升，最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
  记得有一位大学教授在公开场合谈及教育之
道，即家庭教育要做的四件事分别是“替孩子做，
教孩子做，陪孩子做，让孩子做”。尤其是孩子步
入高中阶段后，家长要懂得放手，让孩子做主，给
他们更多自主选择权，允许他们尝试和失败，只有
经历过挫折，才能获得成长。
  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我
见过一些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教育“风轻云淡”，
而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则懂得挺身而出，及时抓住这
一教育契机，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挫折与困难，如何
从自我出发，反省与超越，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样
的家长，通达了教育的要义。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时不时面临着抉
择。对此，很多家长最直接的想法是，为孩子选择
最好的，至少不能比别人差。
  为孩子择校，最能体现家长在面临选择时的心
态。不少家长费尽力气打听：“这学校好吗？名气
响吗？”“哪个班主任最好？”“哪些任课教师最
优秀？”家长一个劲地打听学校的方方面面，却很
少关心这所学校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也很少询问
孩子，到底想不想去这所学校读书。
  我带教的2019届上海交大附中学生小B，她来
自一所公办初中，虽然学科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中
考成绩很出色，但进入高中后，小B一时间并不适
应高中阶段高强度、高难度、快速度的教学方式，
在学习上遇到了较大困难。她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喜欢待在角落里做自己的事。
  伴随着一次次不理想的考试成绩，她开始独来
独往，逐渐远离老师、远离同学，不与他人交流。
后来，她的父母主动来咨询孩子在校学习情况，并
且向学校提出：在和孩子交流了当下学习困难、对
未来学习作出规划后，希望能让孩子去平行班学
习，那里或许是更适合她的地方。
  要知道，一位曾经头顶“优秀”光环的孩子，
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虽然在此期间，这名
学生也由于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有过短暂的休
学经历，但在孩子身处低谷时，父母始终耐心地陪
伴着她，鼓励她不要太在乎所谓的“优秀”标签，
而是要和自己作比较，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做好
自己。
  同时，在全校大多数学生都在追求“清北复
交”的氛围下，小B同学的父母却在和她多次沟通
后，按照她的个性和特长，建议她走一条更适合自
己的发展之路——— 学习中医。终于，在休学一年
后，小B同学重新投入新的学习生活。记得有一
次，我在学校散步时偶遇她，发现这名女孩的脸上
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笑容。2020年小B同学参加高
考，被上海中医药大学8年制医学专业录取。
  如愿进入心仪的院校和专业，这对于一个内心
曾经受挫的孩子而言是莫大的鼓舞。分析小B的成
长经历，不难发现，父母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他
们不仅做到了陪伴，而且用教育智慧帮助孩子走出
困境，找到了适合孩子发展的道路。
  如今，不论是学生的升学路径，还是走向社会
的选择都很多元。家长需要不断思考并提醒自己：
孩子接受教育仅仅是为了获得高分吗？如果不是，
那么教育的初心是什么？
  在选择学校时，建议家长千万不要只盯着高考
分数和名校录取率来评估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更
要看学校里一些排名靠后的学生成长空间如何，他
们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家长需要帮助孩子探索
学科等方面的兴趣，即使孩子的能力有限，距离名
校还有差距，也要和孩子一起探讨读大学的目的，
选择什么类型的大学更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发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教育的目的在
于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让生命更有质量。这些都
需要家长拥有更超脱、更长远的眼光，唯有

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
焦虑。

  都说家庭是教育的主战场，所谓“家长是原
件，家庭是复印机，孩子是复印件”。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孩子最早接
触、最早模仿的对象，是对孩子影响最深的人。
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投射在孩子身
上，进而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数事例
告诉我们：有教养的孩子背后站着有修养的父
母，而“熊孩子”背后往往站着不合格的家长。
  我记得，2022届上海交大附中的学生里，有
一名勤恳踏实的学生小C，理科优秀的他在高中
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大量阅读，喜欢上了哲学，最
后，他坚定地选择报考复旦大学哲学系。值得一
提的是，他的父母也一直鼓励他在高中阶段寻找
自己真正喜欢的学科，自主决定未来发展的方
向，并没有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或者“规范”孩
子的选择。
  记得小C是当时班级的劳动委员，很多时候
都在为班级默默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同学
都称他是非常靠谱的人，有他在心里就踏实。他
的妈妈也是班级家委会主要成员，为班级活动出
谋划策，为协调配合好学校工作尽心竭力，使整
个班级的家长都非常团结，展现出强大的凝聚
力。心中有他人、肩上有担当，从孩子身上，可
以看到父母的影子，从小C同学妈妈的身上也能
看到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父母的眼界与格局，决定孩子世界的宽度。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父母有大格
局，孩子才能走得长远。养育孩子，不是只有
“养”还要有“育”。除了物质上的满足，父母
更应考虑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就在前不久，上海交大附中学生小D的家长
突然来找我，和我商量让孩子转学出国事宜。我
非常好奇地问家长，为什么要放弃这里优越的学
习环境，而去选择更为不确定的未来？小D父母
的回答让我震惊并且反思当下的教育。他们说，
孩子努力拼搏，他们当然非常赞同，但是他们更
在乎孩子的意愿与收获。因为孩子愿意为自己的
选择与热爱去承担不确定的未来，作为父母，他
们非常支持。父母其实可以创造各种可能，让孩
子看到自己的能力，发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变得
内心强大。确实，成为父母并不意味着失去自
己，有大格局的父母不会把所有的劲都使在孩子
身上，而是给孩子独立生活和思考的空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孩子不能急于一
时。养育子女，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不能被简
单地理解为光宗耀祖、挣大钱、买大房子。就像
纪伯伦在诗中所写的“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
儿女……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
来……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
法”。
  让孩子做个孩子，当然也不等于孩子的生活
中只有玩。学习与快乐并非对立，有远见的父母
不会唯成绩论，以“成王败寇”简单粗暴地评价
孩子，而是会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发现孩子的
长处，引导孩子不断完善自己。孩子的教育更是
家长的自我教育，成为好父母应该明白，教育孩
子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的过程，完善自我为孩子
做榜样比一味要求孩子“成为谁”更重要。

 据《文汇报》

孩子的教育
更是家长的自我教育

为孩子成长划条底线

要允许一时的失败

为孩子规划适合的路

不要太执着于“优秀”

父母懂得放手

可为孩子创造更多可能

  当孩子成绩一落千丈时，父母该如何
应对？为孩子规划未来时，父母怎样才能抓
住要领？尤其是当孩子自我意识觉醒，偏离
“预设发展轨道”时，父母又该如何处之？
上海科技大学附属学校高中数学教师张余
婷曾长期担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仰晖
班班主任、致远英才中心主任。在和学生
家长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最大的感触就是
很多时候需要成长的不是学生，而是家
长。在此，张余婷向家长提出三点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