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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学会真爱孩子 
◆马  云 

（黎城县教育科技局  山西黎城  047600） 

 
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学习、成

长与发展中，父母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在好孩子的成长历程中，我们能看到父母教育的影子；在失

败的孩子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父母失败的教育的影子。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但天下父母，要真正做到懂孩

子、会爱孩子，会教育孩子，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爱孩子就要尊重孩子 
家长在教育孩子中，拥有天然的道义上的“制高权”：一是

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具有天然的教育权；二是作为父母，无
不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期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
地；三是作为父母，都想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经济社会的知识
传递给孩子。因此，在孩子面前，天下父母似乎都拥有“我吃的
盐比你吃的米都多”的教育优越权，加上传统文化中诸如“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的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家庭教育中
民主精神的缺失。 

在家庭教育中弘扬民主精神，说到底，家长们爱孩子，要以
尊重孩子为前提。尊重孩子，要求家长们在家庭教育中，在父子、
母子交往中，要放弃自己教育的“制高权”、“优越权”，在生活、
学习与教育中把孩子当作具有平等地位的“伙伴”。“平等地位”，
就是在日常的教育中坚持与孩子协商，不把自己的教育意志强加
于孩子；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兴趣与选择，不把自己的兴趣与选择
强加给孩子；就是要将自己的教育要求，真正建立在孩子内心认
同的基础上，否则，你再好的教育愿望，对于孩子来讲也无及于
事。 

二、爱孩子就要知道孩子的长处与短处 
孩子都是自己的好！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宁作鸡头，不作

凤尾”的心态。在这样的教育心态下，每个家长对孩子的未来都
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期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成大才，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做人上人。 

在这样的教育心态下，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充斥着盲目的
“卓越”意识——在班里要做第一，在年级要做第一，在学校里
要做第一，否则，就认为自己的孩子不努力、没出息，就要给孩
子的学习与生活施加极大的压力。 

在这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坚持的是一种“横向比较
思维”，缺乏“自我进步思维”。说到底，左右家长们思维的就是
“做人上人”的社会精英思维。这种思维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只
要第一，不要第二”，第一才是成功，第二就是失败。如此，教
育不是在培育成功者，而是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者！ 

如何改变这种教育生态？我想说的是：家长们爱孩子，要懂
得天下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天下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自己的
孩子与别人的孩子相比自有其长处，也必然有其短处。这就是说：
对待孩子的未来和期盼，应该持一种“理性思维”，不要把自己
的孩子与别人的孩子进行盲目地比较，更不能进行盲目的“攀
比”，否则，会把自己的孩子逼进学习与生活的死胡同，进而患
上学习失败恐惧症，轻者学习兴趣下降，重者导致厌学、逃学，
直至到网吧、到校外青少年犯罪团伙中去寻找自己的“乐趣”和
“自信”。 

不与别人的孩子比高低，只与别人的孩子比优势，就是让自
己的孩子明白，天下的孩子都是公平的，你有所长，我有所长；
你有所短，我有所短；美其所长，容其所短。知道自己的长处，
弘扬自己的长处，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会越来越自信；明白自己的
短处，知道人无完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会越来越理性。 

三、爱孩子就要让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有意义 
我说过，在当下的教育话语体系里，上小学是为上好初中，

上好初中是为了上好高中，上好高中是为了上好大学，上好大学
是为了找好工作。如此，在当下人们的教育词典里似乎已找不到
“育人”二字了！教育的本质彻头彻尾地被异化了。 

在这种教育话语体系里，我们的教育上上下下都用一把尺子
来评价孩子，就是学习的好坏，就是必修课程、考试科目、升学

科目考试的好坏。在如此单一的评价标尺面前，学校与家庭必然
联手制造大量的失败者。 

“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上甜”。中国人有勤奋好学的传统。
在我们的教育中，充斥着“苦学”、“硬学”、“蛮学”的思维，倡
导“头悬梁”、“锥刺骨”。但我想说的是：故事中所讲的，把头
发系在梁上的是孙敬自己，而不是别人；拿起锥子锥大腿的是苏
秦自己，而不是别人。 

在这种教育话语体系里，无论是学校学习，还是家庭学习，
都是强制下的学习，学生们要么是为家长而学，要么是为老师而
学，要么是为将来的工作而学，而不是真正为自己内心的成长与
发展需求而学。因此，从整体上讲，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学习
意愿十分低下！这与学生对当下的学习与生活意义的麻木有关。 

教育不唤醒学生内在的学习意愿，这种教育必然是效率低下
的教育。而要唤醒学生内在的学习意愿，就必须让孩子感觉、体
验、认知到当下的学习与生活是有意义的。 

四、爱孩子就要让孩子学习终生有用的东西 
我说过，今天有不少教育工作者、不少家长患上了教育近视

眼病，而且病得不轻。在学校，只让孩子学习考试科目、升学科
目，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在家里，只让孩子做作业，上升学有
用的各种辅导班，否则，就是荒废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社会上，
孩子如果不做作业，不做卷子，而参加各种活动、搞社会实践，
就是玩，就是耍。 

在这种教育认知下，尽管家长、社会对孩子们如何做人、做
事不满意，但学校要开设社会实践课程，家长、社会上却有不少
人反对。因为家长、社会都带着十分功利的眼镜看教育，与考学
无关的，你折腾它干啥！ 

在这种教育认知下，家长、老师们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习惯与方法顾不上了，以至于学生的学习越来越事倍功半；家长、
老师们对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境界与追求教育顾不上了，以
至于学生们眼界越来越近视，内在的学习动力日益枯竭；家长、
老师们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越来越顾不了，以至于学生
们越来越管不住自己，不看着他就不学习了。 

在这里，我再次向家长们提出一个问题：你究竟准备让自己
的孩子走多远？不学习做人，不学习做高尚的人，不学习做独立
的人，我坚信，你的孩子不仅走不好未来的人生之路，也断然走
不好当下的学习与生活之路。 

家庭教育对人的一生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父母应该非常
精心地营造一个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家庭人文环境，应该以自
己的言传身教以及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每一个生活细节，让孩子沐
浴在一派和谐、文明、健康、宽松的家庭气氛中。培养孩子活泼、
开朗、勇敢、进取的性格，培养孩子良好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培养孩子树立平等、宽容、创新的现代意识。我们要当好孩
子的参谋，适当扶持，根据自身条件，来成就孩子的学业、事业，
继而成就孩子完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