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静 □美编：马晓迪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周刊 A08-A09
2 0 1 8 . 7 . 1 星期日

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暑假就要到了，许多孩子的假期又
将成为“第三学期”。在您看来，假期在孩子成长中
的使命是什么？智慧家长如何规划智慧假期？

孙云晓：假期的本质含义是让孩子过一种不
同于学校和家庭的生活，过一种适合他们成长的
生活，这是一个国际共识。其间完成作业，看看有
关学科的书是可以的。但最好的假期是给予孩子
不同于学校和家庭的体验，比方说参加各种各样
的夏令营、拓展训练营。

回到老家度暑假的方式也很好，让孩子感受
自然和亲情，每个人的故乡对孩子的成长都是巨
大的营养库。甚至如果单位允许的话，带孩子上
班，给他创造一个体验的机会，都是可以的。

我的女儿上中学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家接
待过三批外国孩子来民宿，后来我的女儿也到国
外家庭中民宿。我特别倡导这样的活动，国内国外
学生交换、南北学生交换，或者城市与农村交换都
是可以的。

齐鲁晚报：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把网瘾列为
精神疾病。我们调查发现，中小学生中，玩网游非
常普遍，甚至成为交往方式。您觉得暑假如何预防
网瘾？

孙云晓：我一直有两个基本的建议，第一就是
用丰富多彩的生活代替单调平凡的生活。孩子陷
入网瘾的时候，往往生活中是失败的。生活单调贫
乏，就会依赖网络游戏弥补心中的缺憾。生活丰富
的孩子，经常有户外活动、郊游，读书和游戏，极少
有网瘾的。让孩子生活丰富，我觉得是大多数父母
能做到的，只要你愿意。

第二，就是让孩子有反复成功的体验，当然
这个体验并不是单纯的考试成功，而是在生活
中能体验到的成功，比如学会了游泳、学会了做
饭，都是了不起的。这样的机会在生活中大量存
在，关键是我们能够识别和抓住，孩子也会变得
健康和正常起来。生活教育是让孩子健康的最
好途径。

>>生活教育是让孩子健康的最好途径

齐鲁晚报：谈起竞争，我觉得如今从孩子出生
起，父母就在处处谋求孩子在同龄人中取得优势。
如今无论哪个城市、哪个家庭，对于教育的焦虑已
非常普遍。父母的焦虑来源于哪里？给了孩子怎样
的伤害？

孙云晓：我在多年前提出一个概念———“童年
恐慌”，指孩子在巨大压力下，导致童年缺失，进而
出现强烈的焦虑心态。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父母
过高的学历期望、只注重成绩的教育评价以及扭
曲的社会价值观念。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已变成制
造童年恐慌的宣言。童年恐慌的主要来源是学习
压力，父母可能警告孩子：你学习不好，你就完了，
你连扫大街的工作都找不到，把孩子前途说得一
片黑暗，毫无希望。父母老师乃至社会夸大了学习
不好的后果，这是造成童年恐慌的原因之一。父母
要让孩子做非凡的人，因而追求高学历、高社会地
位、高收入。这种高标准脱离了孩子的实际水平，
特别容易让孩子产生童年恐慌。

扭曲的价值观也导致了童年恐慌。比如有句
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什么非要当
状元呢？假设我想当木匠，如果非要当全国第一名

不可，就会恐慌。实际情况是，即使我可能做不了
最好，也同样是社会需要的。因此，社会要以人为
本，要承认人的潜能和特质是有差异的。

现在有句话叫“做最好的自己”，我很赞成。我
不能和别人比，我不需要和别人比，我尽到我最大
的努力，或者说我用我喜欢的方式工作，我就感到
很愉快。人要避免那种做什么就要当状元的想法。
状元意识就是悲剧意识。

父母是预防童年恐慌的主角，也可能成为造
就童年恐慌的主角。童年恐慌来自多方面，我们不
能简单地界定只有学习压力造成恐慌。如果教育
得当，再大的压力也不一定产生恐慌。

齐鲁晚报：所以说，要想孩子不恐慌，家长先
不要恐慌。具体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

孙云晓：因此，不要把眼光只盯在孩子成绩的
提升上，还要关注人格的发展。第一，不要吓唬孩
子。二要多鼓励孩子，让孩子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
势，对自己保持信心。三要培养孩子抗挫折的能
力，对孩子不能只有表扬，只表扬孩子就是在制造
危险，制造隐患。孩子是在体验中成长的，他一定
要体验挫折。我一直讲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负责
的教育。孩子一定要面对责任敢于承担。

>>父母是预防童年恐慌的主角

齐鲁晚报：每年中高考后，都会有大量“别人
家的孩子”刷屏朋友圈，或者见诸公共媒体。在您
眼中，什么样的孩子算是优秀？他们有哪些共同
点？

孙云晓：我认为，优秀学生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能笼统地讲成绩优秀就是优秀，这里面有一些
学生是真正优秀的。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首先是人
格健康，真正地爱学习、有良好的习惯和自己的目
标，因为这样的孩子是真正有后劲的。

也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优秀的学生，甚至
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其实未必优秀。北京大学徐
凯文教授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很多考入顶尖大学
的学生，生活没有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把
这种心理状态形容为“空壳病”。那么，我相信，这
样的学生从本质上讲不能说是真正的优秀，只能
说，他通过刻苦地学习，达到比较好的成绩进了名

校，但是这样的人格是有严重缺陷的、成长是有风
险的。

齐鲁晚报：从您的观察看，么这些优秀的孩子
有什么共同点？

孙云晓：真正优秀的学生成长是有规律可循
的。北师大著名心理学家陈会昌教授曾对200多个
孩子从两岁跟踪研究二十年，有个最重要的发现：
能够发展理想的、幸福的、成功的孩子，表现出两
个特点，第一是主动性，第二是自制力。

真正优秀的学生这两颗种子都发达。主动性
就是有兴趣有爱好，能够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优势，自制力就是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底线。我
认识北京101中学的一对兄妹，两个人被牛津大
学、耶鲁大学名校录取，他们两个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一到了学习时间，就放下自己玩的东西去学
习，自制力很强。

>>“别人家的孩子”未必优秀

齐鲁晚报：主动性和自制力的确是许多父母
头疼的问题，我们在采访中，常常会遇到父母有类
似的困惑。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呢？

孙云晓：怎么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呢？就是给孩
子尽可能多的体验的机会，让他发现自己的潜能，
激发出兴趣，积极、主动、快乐地去做自己的事情；
如何培养自制力呢？就是设定规则要求，有些事情
可以做，有些事不能做，做了就要设置必要的惩
罚，当然惩罚不是打骂，而是取消某些权利。

关于学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发孩子
的学习动机。我们在一个关于独生子女人格的研
究中发现，中小学生学习一般有四种动机：第一种
是认知需要，学习就是为了获得知识和能力，这是
最稳定、最重要的内在动机；第二种是发展需要，
为了考上大学，将来找到好工作，多挣钱等等；第
三种需要是报答需要，就是觉得爸妈对我很好，或
者爷爷奶奶对我很好，我要好好学习，报答他们，

这种动机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第四种学
习动机就是竞争的需要，这也是最糟糕的需要，学
习就是为了超过别人，或者不被别人超过。这是最
消极的一种需要，是最可怕的，这会异化学习需
要，把学习当成竞争手段，为竞争会不择手段伤害
别人。学习毕竟是山外有山，遇到无法超越的对
手，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伤害和无奈，甚至产
生报复行为。

齐鲁晚报：在这四种动机中，认知需要是最重
要的吧？

孙云晓：是的。真正有潜力的学生往往认知需
要很强大，获取知识就是为了探索这个未知世界、
为了获得能力或者知识，这样就会心胸开阔地与
别人合作，学习还会充满乐趣。真正成为科学家的
人、有作为的人往往是这样的人，在学习中获得了
巨大的乐趣，他就有动力。我想父母可以培养孩子
的认知需要，让孩子体验到学习的乐趣。

>>有潜力的学生往往认知需要很强大

■与以往几代青少年相似，尽

管有叛逆，00后还是把温暖的家庭放
在需求第一位。希望父母们听到并相
信这个心声，孩子期盼的是温暖的亲
子关系而非教育。

■儿童之可贵在于能见成人之不
见，能听成人之未听，能想成人之不
想。所以，向孩子学习是追求幸福的一
个捷径。

■考试季节往往也是问题高发
时期，最考验父母与老师的爱心与智
慧。研究发现，适度紧张有利于考试。
所以，明智的父母与教师持平和之
态，不求高分，尽力即可，让孩子安心
应对，天无绝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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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后，大量“别人家的孩子”
轮番刷屏朋友圈。当我们翻着学霸故
事啧啧称赞时，内心不仅仅是羡慕和
比较，应该也在思考：一个充满正能
量、努力的孩子，他内在的驱动力究竟
从何而来？家长们总以为焦虑是自己
的情绪，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
孩子。6月底，齐鲁晚报记者对话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研究员、著名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

孙云晓教育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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