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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压压孩孩子子不不是是爱爱，，允允许许““没没大大没没小小””
“别人家孩子”背后站着“别人家父母”

8 月 8 日，齐鲁晚报《齐鲁学堂》周刊开辟了“学霸父母说”小专题，记者采访了十余位在今
年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父母，探索他们家庭教育中的利弊得失。稿件刊出后，引发较好
的反响。本期《齐鲁学堂》，我们继续邀请两位“学霸”父母，听他们讲讲各自家庭教育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洁

别别拿拿别别人人““打打压压””自自己己孩孩子子

孩子能有今天的成绩，归
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他自身的努力，二是家庭的支
持。从他自身来讲，一是他对
自然科学知识有浓厚的兴趣，
自己主动去涉猎这些方面的
图书，二是他对自己将来干什
么有一个清楚的人生规划。基
于这两点，他学起来目标明
确，劲头十足。

对科学的兴趣，来自于一
种使命感吧，儿子看了好多历
史书，也看了好多世界政治方
面的书，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
中，他能亲身感受到科技对社
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立志将
来能为国家的发展效力。

在家中，我们交流上是平
等的，也可以说“没大没小”。
都习惯了，大人也成了小孩。
这样在和孩子交流起来的时
候十分自然顺畅。孩子上学时
间紧，我们交流一般是在午饭
桌上，把当天遇到的问题相互
聊聊，对的及时肯定，错的明
确指出，大人和孩子之间相互
批评，这样孩子易于接受，避
免了青春期的逆反。在一些有
分歧的问题上，我们会通过书
面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可
以引经据典，可以参照现实的
案例，最后都能达成共识。

孩子性格很随和，对个人
得失看得不重，与同学相处也
很融洽，在学习和生活上基本
没遇什么挫折，对成绩看得也

比较淡。我没给他报过辅导
班，小学初中时，周末我们做
好计划，把两天里划分成四个
板块：共同娱乐的时间、自由
支配的时间、作业时间、阅读
时间。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喜
欢钢琴曲，所以就去学钢琴。
高中时，他的自主意识已经很
强啦，他能合理安排自己的课
余时间，主要阅读科谱杂志，
研究一些他感兴趣的大学课
本。

从家长的角度来讲，我给
大家提这样一些建议：一是要
了解自己的孩子，清楚孩子自
身的条件，不要盲目给孩子定
目标，要因人而异。二是不要

拿自己的孩子和人家孩子相
比，赞扬人家的孩子，打压自
己的孩子，要相信，自己的孩
子也是很优秀的。三是要尊重
孩子，与孩子之间要平等交
流，不要拿家长的身份来压孩
子。四是家长要严格要求自
己，不要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
习气带到家里影响孩子。五是
要及时发现并帮孩子改正一
些小错误。六是帮他制定切实
可行的计划，每当一个计划完
成，要适时鼓励孩子，帮他制
定下一步的计划，并督促他认
真去落实，长此以往，每一小
步计划的成功，都为将来大目
标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受访者：父亲 秦平林
学霸档案：烟台一中

秦若晨 考分：文科 651 分
报考：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

其实我是不大同意写所
谓的经验的，现在的社会很浮
躁，很多家长急功近利，总希
望能有一剂良方马上见效，要
知道孩子的成长也要遵循普
遍的规律——— 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要想孩子成功，需要学
校、家长、孩子三方形成合力，
需要家长长期的陪伴、不懈的
坚持与努力才能获得。

我女儿学习很专注，做事
很认真。对学习有浓厚的兴
趣，能从学习中体会到很强的
快乐。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会深
入研究，会找到相关的书学
习。她考试心态很好，不唯分
数论，明白考试只是对过去学
习成绩的检验，但可以从中发
现自己的不足与问题。不要过
多关注考试成绩，这是家长在
日常中需要给孩子培养的学
习习惯与态度。

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我孩
子都有很多起伏，也有很多挫
折。特别是在初一、初二和高
一，孩子成绩和心态起伏蛮大
的，这时，作为家长一定要沉
着，不要关注一时的成绩，要
多给孩子鼓励，多分析她进步
的一面，给她信心，同时，要帮
助孩子找问题，调整心态，不
要着急。

我女儿高一的数学成绩
只能考到 110 分到 130 分，往
往只能拿到班级的平均分，高
二也只有 120 多分。家长一定
不能急，心里就是急也不能表
现出来，要多鼓励，对她的进
步哪怕很小也一定要肯定。我

们知道，女儿是厚积薄发型
的，只要不松懈，坚持到底一
定会有改观，结果高考时最弱
的数学反而得了 150 分。

我的孩子应该说从来没
上过课外辅导班，如果孩子在
课堂上都学不好，你还能指望
辅导班吗？一是如果上辅导班
孩子往往会有依赖心理，认为
课堂学不好还可以上辅导班，
往往哪头也学不好，课本上的
问题一定要在课堂上解决。二
是辅导班的老师会比学校的
老师更专业、更敬业吗？

家长扮演好家校沟通的
角色很重要。家长不应只是孩
子与老师间的传话筒，而应是
沟通的桥梁。特别是在老师批
评孩子的时候，如果只是原话
复述，或再严肃批评，往往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只会加重孩
子的抵触心理，甚至会影响孩
子的成长。

再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过
多关注分数，更重要的是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习兴
趣。要知道将来真正有用的不
是死板的知识，而是通过学习
过程培养的各种能力，如学习
能力、判断能力、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孩子才是学习的主体，
最终所有的东西要通过孩子
落实、实现，家长犯的错误是
把自己的想法与愿望强加给
孩子，往往适得其反。有些很
正确的东西，孩子不接受也
白搭。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陪伴与鼓励很重要，要多给
孩子施展自己的空间与平
台，要给他们犯错纠错的机
会，给他们成长的机会，孩子
往往比我们想得更成熟更优
秀。

““进进步步哪哪怕怕很很小小

也也一一定定要要肯肯定定””

学霸来了

受访者：母亲 孙久华
学霸档案：平阴一中 孙昊

考分：理科 718 分 报考：中国
科学院大学物理专业

每每一一位位学学霸霸都都是是为为自自己己而而学学
本报记者 徐洁

前不久读到一篇名为《奴
隶是造不出金字塔的》。一直以
来，我们认为，举世闻名的世界
建筑奇迹金字塔是由古埃及的
奴隶们建造的，然而文章提出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
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
人。”

据说，1560 年，瑞士钟表
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做出
了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如同
制造程序繁琐的精密钟表，布
克说：“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
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
节被衔接得天衣无缝，建造者
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
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

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能让金
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
刀片都插不进去。”

史实是否果真如此，我没有
考证。在我采访了多名高考成绩
拔尖的优秀学子之后，我对文章
的结论深感赞同——— 梦想，绝不
可能在束缚、压制、恐惧中产生，
有梦想且能把自身潜力发挥到
极致的孩子一定是在为自己而
学，他们从来都是在被尊重和宽
容的氛围中成长。

尊重，是每一位受访的父母
都会提到的关键词。他们尊重了
孩子的兴趣，学理科的孙昊阅读

《世界通史》，不会被当作浪费时
间；他们尊重了孩子的选择，绝
不强迫孩子报校外辅导班；他们
尊重了孩子的观点，每一位学霸

的父母都写到：交流氛围自由平
等，从来不以家长地位打压孩
子，有事各抒己见。

他们愿意给孩子犯错的机
会。烟台一中全省文科第二名秦
若晨的父亲说，要允许孩子犯错
误，给他们纠错犯错的机会，给
他们成长的机会；吕承霖的母亲
在儿子中考一塌糊涂的时候，没
有批评孩子，而是温和地说：“你
能接受，妈妈就能接受。”

尊重与宽容中，孩子们有
了探索自我的机会，发现了人
文和社会科学的奇妙之处，发
现了学习的兴趣，也发现了自
己。孙昊说，他的梦想是当一位
粒子物理学家，他对事物本质
的东西着迷，人类需要科学，他
又恰好能做，所以一种使命感

驱使他不断地学习。
兴趣与使命，促使他们自

觉地把潜力发挥到极致，把功
课做到最好，并从中享受着快
乐。

每一位真正优秀的孩子，
都是为自己而学。他们不在意
成绩是否会换来掌声，不必为
某次考试失利战战兢兢，不必
在读一本书的时候，还反复权
衡读了到底有没有用。父母的
信任与尊重，是孩子自信和自
尊的源泉，他们由此更加有担
当，有主见，更加主动地努力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

真心祝福他们。无论是否
成为所谓的“学霸”，所有有梦
想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孩子，他
们才是未来社会真正的希望！

葛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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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昊（中间）和母亲孙久华（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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