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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给我们留言、投稿和交流，让我们一起在育儿的路上升级打怪……

在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中，虽

然不少孩子离家出走跟学习压力有

很大关系，但孩子离开家庭并不一

定是因为分数，往往是因为亲子关

系出现问题了，是孩子觉得“我在

这个家里不被接纳了”或者觉得“爸

爸妈妈没有那么爱我了”，才让他们

有负气离家出走的举动。

孩子为什么会容易做出这样冲动

的举动呢？根据我们的了解，首先进

入升学阶段的孩子，或者像彤彤一

样从低年级开始进入高年级的孩子

心情是很焦虑，而这种焦虑一般是

老师或家长传递给他们的，“你怎么

考成这样，你看看人家考了多少分”

“现在还不努力，怎么考得上好中学”

等等，这样的话，家长们是不是常对

孩子说？

其实人生处处是考场，分数

并不是衡量孩子是否成才的唯一标

准。家长们如果能少施压，多关注

孩子这个时期的成长特性，或许就

能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变化。

另外，一些特别事件的发生也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
日子，总是一半甜蜜、一半烦恼。甜蜜于孩子
成长每一天所带来的欣喜，烦恼于孩子成长路
上层出不穷的难题。今日女报“辣妈联萌”版
特开辟《辣妈研习院》栏目，邀请资深亲子专
家来为爸爸妈妈们解答育儿中的烦恼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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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亲子专家：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妈手记慧

承认自家孩子普通，有多难？
慧妈简介 >>

生活·辣妈联萌

孩子闹情绪离家出走，找回来后该怎么教育
倾诉：彤彤妈妈
我女儿读三年级，前几天因

为考试没考好，我多说了她几句，

她留了张纸条就离家出走了。

我跟她爸急得不行，马上联

系了老师，又发动了所有亲戚朋

友四处寻找，整整找了一天一夜，

就差要报警了。后来，一个家长

打电话告诉我，在她女儿的卧室

里发现了我女儿，她家孩子是我

女儿最好的朋友。我女儿躲在他

们家，还让朋友替她保密，直到

晚上睡觉时，家长发现卧室里有

异常，才戳破了两个孩子的秘密。

找到她以后，我们终于松了

口气。她爸本来想教训她一下，被

我拦住了，我想孩子回来就好，

不能再刺激她了。

这几天，女儿一直很沉默，

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平时对孩

子要求太严了，给她压力太大了。

可想想她的同学，哪个不是在压

力下学习呢？我很想找女儿谈谈，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谈是好？

人生处处是考场，用爱和尊重来“陪跑”

会引起孩子巨大的心理变化，比如：

孩子考试没考好，与同学发生矛盾了，

在校园受到欺负了等等，这些重要的

节点都需要老师和家长特别留意。

那么，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孩子也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见到回来的孩子，千万不能

再斥责了，这时不妨给孩子一个大

大的拥抱，告诉他“爸爸妈妈很担

心你，也很爱你，一直在盼着你

平安回来”。

同时家长也要反思自己的行为，

建议采取共情的方式和孩子交流。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向孩子道歉，

“妈妈骂你是不对的，我们一起来

找找这次考试失利的原因好不好”。

当家长开始调整自己，把目光真正

地落在孩子身上，孩子就会知道“我

是重要的”，才会有安全感，自然

就会恢复与家长的互动。

另外，孩子出走事件必定闹得

沸沸扬扬了，家长和老师要沟通好，

在往后的日子里尽量减少对事件的

过度渲染，把原本平静、有序的

生活还给孩子，让孩子能从这个事

件的压力和阴影中走出来，才能适

应新的学业和生活。

我觉得在父母跟孩子的相处

过程当中，理解并尊重孩子，这一

点非常的重要。孩子离家出走往往

是因为一时冲动，情绪无处宣泄。

所以当孩子与家长发生冲突或矛盾

时，建议家长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再关照孩子的情绪，最后再讲道理

和孩子共情。当孩子发现父母能够

感同身受，自己处在被爱、被鼓励

的氛围中，这样的事情就会少发生。

向娟
一级作家，湖南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出版《星星亮晶晶》《苍
灵渡》《咸雪》等多部作品。

“家有13岁青春期儿子，我是愿意和儿子一起成长的妈妈。”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在逼孩子努力还

是给孩子更多的成长空间之间反复纠结。

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很难接受我们的孩子

将来可能是个普通人。为了追求这种优越

感，开始给孩子定制他们的童年、少年，

开始不停的“抢跑”。但也有反其道而行

之的家长，彻底放弃那些自我幻想的目标，

让孩子归于普通人。

比如鲁迅先生。1936 年《大公报》发

表了鲁迅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孩子长大，

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

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他的儿子周海婴

正如他期望的那样，一生“做一个实实在

在的普通人”。

人们难免奇怪，但倘若读过鲁迅的文

章《我们怎样做父亲》就不难理解了，文

中言明“开宗第一是理解，第二是指导，第

三是解放”。

在鲁迅看来，理解主要是尊重孩子，

尽量以同理心来体谅孩子，指导和解放则

更多地用于对孩子爱好的培养，这也就保

证了孩子的兴趣始自内心，成于自我。

小时候，周海婴很喜欢一种叫“积铁成

像”的玩具，由各种金属零件组成。他用

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

了再拆，拆了又装，鲁迅总是在一旁鼓励他。

鲁迅去世后，周海婴用自己储蓄多年的压岁

钱缴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再考

进北大物理系，从事无线电事业长达50 余

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喜欢

默默无闻、淡泊名利地工作与生活。

按说有文豪父亲，若能从事文学专业

自然能得到诸多便利，大大缩短通往成功

的路径，可他那位让无数人敬仰的父亲，

却不是这么想的。鲁迅知道属于自己的荣

耀并非是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要让

一切尽量与孩子割离，从而让孩子得到“完

全的解放”——他是周海婴，不是鲁迅，

不用光宗耀祖，也无须子承父业，更没有

理由滋生优越感。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也

是秉承这样的理念，教导周海婴不能以名

人的孩子自居。

最终，周海婴活成了父亲希望的样

子——拥有自己热爱的职业无线电、醉心

于摄影爱好，在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怡然自得。

同样是老来得子，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的儿子李天一则选择了另类的“横空出世”：

2011年 9月，因无证开车打人被拘留教养1

年，解除教养后又在 2013 年 2 月因涉嫌

轮奸案被刑事拘留，该案于当年11月经二

审维持原判，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 年。

此前，这孩子的履历满是闪光点，4岁入选

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多次在钢琴、书法、

冰球比赛中摘金夺银；13 岁成为海淀书法

协会最年轻会员……为给儿子铺路，年逾

七旬的李双江不遗余力，于2011年和好友

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为两个 90后的孩子

举办“爱在北京”歌友会，许多音乐名家

出席，其时李天一只有 15 岁。这一切既标

示着父母的用心良苦，也预示着孩子未来

之路的光明灿烂。在一次访谈中，李双江

曾言，妻子梦鸽给孩子的未来设定的标准，

一度是“一定要得诺贝尔奖金，一定要当大

人物”。

然而，孩子并没有按照夫妻预想的轨

迹成长。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早有端倪。

这个外号“小石头”的孩子读小学时就变得

蛮横，经常欺负邻居家孩子，在学校里也出

现了打人事件。同学说，小学生们头脑里并

没有“著名歌唱家”的概念，但经常犯错的

“小石头”却很少受到惩罚，“这才猜测他家

里很有背景”。2010 年，梦鸽送给当时14岁

的儿子一辆宝马车，他经常开车玩到凌晨两

三点回家，“宝马车的声音特别响，半夜进

院还按喇叭，邻居们不堪其扰”。

这个注定“不普通”的孩子，之前的

成绩熠熠夺目，之后的劣迹也很是让人大

跌眼镜。可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李贺，因

为母亲丁英严格的教育，低调谦逊，在工

作单位深得领导、同事们的喜欢，已经成

为组织的骨干。

同是“不普通”的父母生养出来的孩

子，为何结果会如此迥异？答案也许就在

“普通”两个字里。父母的盛名带来的各种

优势让孩子变得骄纵，在巨大的光环之下，

孩子凭空产生的自大和傲气，极有可能毁了

自己并伤及父母。

不论父母是否名人、是否拥有可观的

社会资源，通常情况下都会竭力给孩子的

成长创造条件，也会尽可能地把掌握的资

源给孩子享用，但一味的给予是否适得其

反，孩子能否消受乃至承受，则很少反思。

这让我想起著名的“诺奖父子”——

罗杰·大卫·科恩伯格和罗伯特·胡贝尔。

67岁的罗杰是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他的父亲阿瑟·科恩伯格是 1959 年度诺

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父子都是诺奖

得主，这在国际科学界几乎是一个传奇。

罗杰曾在采访中透露，在他和兄弟小时候，

父亲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微生物学家，但他

从来不会向子女透露自己的名气。

“很多成功的父母都希望孩子长大后一

定要和父辈比肩，甚至超过父辈。”罗杰

给年轻的父母们提了个建议，特别是对成

功的父母，“不要给孩子带来这种压力。父

母要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功的机会。”

只是把孩子当成一个普通人，那孩子

就不会产生不该有的傲慢，也有了自由发

展的空间和勇气。这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的好处，这种好处，鲁迅和许广平给予了

周海婴，丁英给予了李贺，而我们每个父

母也都拥有这样的能力——告诉孩子，任

何时候，你都只是一个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