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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力的孩子有着更加美好
的未来，成长型家庭教育要培养孩
子的创造性思维，这一方面需要家
长对身边的大事小情习惯性地保持
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孩子从
小就会受到良好的熏陶；另一方面，
家长平时多鼓励孩子接受新的挑
战，面对棘手的问题独辟蹊径，始终
信任孩子，使之在尝试甚至是试错
中明白，一个人的天赋有高有低，但
是，努力可以缩小差距甚至逆袭，自
己的未来发展没有天花板。在孩子
自我评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成
长型家庭教育决定了他们成长方向
的多元性和未来发展的无限性。

开发儿童创造性思维的潜能，
应以科学的方法训练儿童思维的流
畅性、变通性、独创性、精密性，培养
儿童的想象力、好奇心、冒险精神和
挑战性等品质。

讲故事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故
事有情境、有情节、有细节，能唤起
孩子的感知和情感，令他们不自觉
地融入内容之中，被吸引、打动、感
染。如果父母引导孩子复述故事，
并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孩子会
主动分析故事的内容，展开推理、想
象和再创作。如此，帮助孩子养成
随时记录的习惯——每天将自己认
为有价值的想法写下来，进一步丰
富、深化、完善，或许就是很不错的
创意。

创新离不开勤奋，但强制孩子
刻苦勤奋，有悖于儿童的天性，而只
有当孩子对某一件事或某一个领域
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
时，他们才不觉得勤奋的“苦”。因
此，成长型家庭教育离不开发现、引
导和培养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动
手实践，使之真正热爱某一件事，激
发起他们内在的巨大热情和能量并
投入其中。

在成长型家庭中，父母和孩子
共同成长、相互影响，且没有止境。
因此，只有父母不断学习、不断进
步，才能对孩子产生无形而深远的
影响。 （据《中国妇女报》）

培养孩子的创造

性思维没有父母的成长，就没有孩子的
全面成长。成长型家庭教育，首先是
父母的自我成长，即父母及其他成年
家庭成员共同营造正能量满满的、和
睦的家庭环境，这就需要家人自觉地
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内化为良
好的修养，拥有利他、善良、诚实、守信
的美德，友善地对待身边的人，温暖彼
此，不断提升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
精神品质。例如，父母孝敬长辈、长辈
尊重呵护子辈孙辈，不仅能展现一个
家庭的气象，更是修身，可以涵养自己
的心灵，拥有对家庭的责任心、感恩心
和爱心，是自我心灵成长的重要契机。

家长有意识地发掘家人身上的闪
光点，擅于发现自己的不足，随时修行
自身，学会彼此有效沟通、分享、包容、
理解；家人之间相互支撑、鼓励，携手
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
题和困境……家长的言传身教是最好
的榜样，他们的良性成长会在孩子身
上自然而然得到延续，这就是潜移默
化的成长型家庭教育。

家庭是一个整体，成长型家庭教
育需要以家长的自我成长，带动整个
家庭的成长，全体家庭成员从中受
益。这包括家长有各自的发展定位，
有具体目标和实施计划，逐渐提升自
己；家长协助孩子确立短期和长期的
目标，比如品德修养、习惯养成、学习
规划等，同时，还可以设定家庭共同
的目标，比如志愿服务、环保行动、健
身计划、读书活动等，据此，个人和家
庭的共同愿景清晰明确。实现这些
愿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家庭成员
和孩子持续努力，相互激励。

父母自我成长并带动整

个家庭成长
成长型家庭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父母

要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用自己开放的、发展的
思维方式引领孩子成长。

父母并非全知和万能，所谓成长型思维模
式，即父母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以变化的视
角看待孩子成长中的各种问题，不断刷新认知
和方法，重建亲子关系、家庭生态，跟上孩子成
长的脚步，为其提供最好的成长型家庭教育环
境。比如，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扮演不同
的角色，从孩子的领航者到与孩子共同进步的
并航者，再退居到孩子身后，成为鼓励他们不断
试错、不断进步的护航者。在这个过程中，夫妻
默契配合，对家庭教育的方式，与一孩、二孩、三
孩的亲子互动模式随着他们的年龄变化做出相
应的调整。因为家长的自省，且更关注以自身
的改变影响教育孩子，所以，没有太多的抱怨和
戾气。家庭的生态环境是健康向上、和谐和睦
的，孩子们身在其中，感受着父母之爱和手足之
情，心态上会健康阳光，行动上会积极进取。

在此基础上，家长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
模式，即启发孩子无论在哪种境遇中，都应以发
展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些无
法控制、无法改变的事情，比如基因、天赋，但我
们也有更多可控的、可以改变的事情，比如可以
控制自己的时间、自己每天是否运动等。培养
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家长要尊重每个孩子
的先天特征和不同的性格，不论孩子面临怎样
的情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父母都不能采取打
击式教育，而是引导他们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
不妄自菲薄，给孩子赋能，激发出他们的内在力
量。然后，和孩子一起，将他们做得不甚满意的
事情划分为不可控的和可控的，对于前者，选择
坦然接受；对于后者，集中精力尝试改变——设
定长期和短期目标，一步步付诸行动，努力做好
每一个环节，直至实现目标。

在此过程中，看到孩子取得了进步或成绩，
家长应及时给予其正向的评价和反馈，但夸奖
内容要务实具体、注重过程，避免对智力和才能
过早地下定论，比如“你的努力没有白费”要比

“你真聪明”，对于孩子之后的表现更能起到激
励作用。看重过程、享受过程的另外一个好处
是，即使孩子失败了，家长也能从中找到有价值
的内容，让孩子在失败中看到收获，获得经验，
在并不理想的结果中依然能有好心情，保持积
极进取的心态，鼓足勇气重来，而不是灰心丧气
地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成长型思维模式，有助于帮助孩子们树立
这样的价值观：失败是走向成功之路上的小波
折，失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他们在面对困难
和挫折时，能远离逃避型人格，做到赢不辱人，
败不辱己。

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引领

孩子成长

成长型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催化剂

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起点，是人生“打底
色”的教育。很多人初做父母时没有经验，即便有了二
孩、三孩，也总会遇到新问题，不免误打误撞、摸着石头
过河。家庭教育促进法给予了家长们具体的指引：不
仅要依法带娃，更要科学带娃，成长是对父母的刚性要
求，成长型家庭教育也是孩子从小到大更需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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