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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拉链式”的夫妻不能再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其实， 不仅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要
进行调整，专家指出，夫妻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要进行一次调整。

这两年我们在媒体上经常能看到虎
妈、猫爸、狼爸等各类型家长，每种家长都
代表着一种家庭教育的理论。 不过，无论这
些类型的家长如何“各显神通”，具体到每
个家庭中， 通常还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家
庭教育方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无论
是曾经很火的《虎妈猫爸》还是刚刚风靡过
的《小别离》，那一对对家长的教育招数，通
常都是一个更强势、一个更温和。

不过，专家指出，这种模式并非完美。

“如果父母双方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很
容易让孩子钻漏洞。 你会发现孩子在提要
求的时候，会去找相对比较‘软’的那位。 ”

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 现为婚
姻亲子专家的蒋佩蓉说。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曹萍至今
仍然记得她与儿子的一次“交锋”。

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曹萍总感觉孩子
不够努力。有一次终于忍不住把这个问题
扔给了儿子。 结果，儿子反问曹萍：“妈您
为什么总操心我呢？ ”曹萍说：“因为我喜
欢家庭教育，我喜欢孩子。 ”儿子继续说：

“您也说了， 您特喜欢的事情您就努着劲
儿去干，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这个劲儿在
哪里。 ”

曹萍一下子悟出， 很多专家都在说家
长要给孩子的是支持和陪伴，但是这些“支
持”和“陪伴”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能为了陪
伴而陪伴， 关键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帮孩子
找到他的“心”，找到他的“心之力”。

北京的家长汪女士总对别人说， 她的
家去年过得“天昏地暗”。 因为去年汪女士
的女儿小升初， 为了让女儿进入那几所著
名的好学校， 他们一家人几乎没在家吃过

几顿像样的晚饭。 所有的晚饭时间，汪女士
都跟丈夫带着女儿穿梭在各种课外班的路
上。 奥数、英语、语文、架子鼓、钢琴，每天都
有课，经常要参加各种比赛和考试。 临近毕
业的时候，女儿突然“不听话”了，再重要的
考试说不去就不去了。

汪女士也几近崩溃。

后来，特长生的选拔开始了。 女儿从小
就喜欢打击乐，架子鼓、钢片琴、小鼓都打
得像模像样。女儿说什么都要参加选拔。其
实，特长生的考核并不比奥数轻松，汪女士
最初的设计是：既然都要辛苦，为什么不把
这分辛苦用在奥数、英语上，这样摆在孩子
面前的路还更宽些，所以，一直都没有把时
间和精力放在特长上。 后来，女儿几乎放弃
了奥数的所有重要考核，没有办法，汪女士
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自从女儿得知自己可以准备特长生的
选拔后，汪女士发现，过去消极怠工的女儿
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放学的时间
都“长”在了琴房，练得胳膊酸得拿不动鼓
槌了也不愿意停下来。

一位教育专家说， 寻找教育孩子的方
法就像在一幅地图上设计路径， 所有的设
计都是为了寻找到最适合的那一条路径。

最佳的旅游攻略是要让游览者融入美景
中，而对教育来说，所有的攻略最终都是要
让父母设计的痕迹越来越小， 孩子最终
成为攻略的主人， 激发内心的力量，寻
找适合自己的风景。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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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时刻反思自己别把孩子引上与初衷相反的路
为什么今天的家长更爱“设计”孩子？

“原因很简单，正因为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
多了， 才使得每一个普通的百姓都有了打
造自己孩子的可能性。 ”周晓虹说。

这一代的家长， 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己
或者自己的父母曾经经历过生活上的匮
乏， 很多愿望和想法都因为这种匮乏而没
能实现。 所以，不少人“设计”孩子其实是对
自己匮乏的一种满足，“我的人生走到了

70

分，剩下的
30

分让儿子完成”。

再加上，整个社会都在向往成功，很多
成功者的故事被人们传颂。 家长们打造自
己的孩子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家长“培养一
个成功的孩子”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凡事不能走极端。 “如果我们的家长
不自我反思， 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希
望。 ”周晓虹说。

王专是一位年轻的家长， 在成为家长
之前也做过十几年的教育，带过很多学生，

接触过特别多的家长， 所以他对自己能做
一个好父亲非常自信。

不过，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突然出
了一身冷汗。

现在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养成爱阅读的
习惯，王专当然也不例外，给儿子买了不少
绘本， 但是儿子偏偏不愿意看， 更喜欢玩
iPad

。 王专的妻子就想了一个办法：只要儿
子好好读绘本， 就让他玩两分钟

iPad

。 果
然，儿子就乖乖地把绘本看完了。 “这种办

法用了几次之后，突然我惊出一身冷汗。 ”

王专说，当我们用
ipad

去奖励孩子的时候，

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 如果我做了一件没
什么意思的事， 就可以被奖励做更有意思
的事。跟读书相比，玩

ipad

这件事情更有意
思。 “这是非常可怕的。 当孩子有一天突然
没有了父母的约束， 他为什么不跳过前边
没意思的事情， 直接到达最后一个目标
呢。 ”王专说。

正像一些专家所说的那样， 当家长
“安排”孩子的意识过于强大，同时又缺
少反思的话，那么，家长会天然地认为自
己的标准是正确的，而且会认为它是孩子
所需要的，结果把孩子引上了与自己初衷
相反的道路。

其实，当整个世界都可以“搬到”手机
上的时候， 家长们不仅不应该再高高在上
地“设计”孩子的人生，反而要向孩子学习。

因为， 互联网的时代首先打破的就是
成年人的权威。 “我们小时候上课时，外面
如果有货郎挑着担子走过，学生们会向外
看，但是老师只要指指窗子，孩子的心可
能就被叫回来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
新蓉曾经说，但是现在互联网就在孩子的
手心里，老师或家长再使用权威最多只能
召回孩子的身体，很难再抓住他们的心。

所以，只有低头向互联网“原住民”学习，

才能知己知彼， 或许还有重新走入孩子心
灵的机会。

当大家都在讨论今天
的家长应该怎么做时，南京
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
却认为，我们教育最大的失
败“就是长辈花了太多的力
气去设计下一代应该是什
么样子”。

不少“过来人”说，自己
在成人的过程中似乎没怎
么感到来自父母的压力，而
现在的孩子则正好相反，很
少有人能逃脱父母的安排。

正因如此，不少孩子小
小年纪就在吐槽自己“压力
大”———学校安排已经很紧
凑了，周末和课余也被父母
报的班填满。

有专家指出，压力的大
小是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与
实际承受的压力不一定一
致。 也就是说，有的人实际
承受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
是自己心里感受到的压力
却很大， 有的人则正好相
反。 其实，成长就是激发孩
子内在的需求。 有了自我要
求， 压力也就不算什么了。

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家长还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多的
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
子身上。

既然如此，今天的父母
要怎么做才能教养好明天
的人才呢？ 不少专家试图帮
助今天的家长寻找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