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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第一就是家长要放平心

态，考得好不过分“捧”，考得不

好也不要过分责备。一般来说，当

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内心更需要

被肯定。所以，家长在和孩子沟通

之前，一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情绪，

如果孩子带着不好的情绪，你越跟

他讲道理，他越叛逆抵触，这样就

会起到反作用。

心平气和地和孩子一起探讨下

没考好的原因，是思想上不重视、

还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抑或是考试

时间未能合理分配等等……针对考

卷的情况，拿出纠错本，总结每一

道题的得失：是学习态度不认真、

学习方法不正确、学习习惯欠佳，

还是上课不够专心、不懂又不敢请

教老师、考试时紧张或不够细心等

等。在和孩子一同探讨的过程中，

一方面，家长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态度和蔼，千万不要发怒，不要随

便责备孩子，引导孩子能说出真正

的原因。另一方面，家长要引导孩

子找到改进的方法和今后应该采取

的措施。

根据孩子当前的学习状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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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选择权交给孩子
慧妈简介 >>

上周高考顺利落幕，又到了填报志愿

的时候了。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可以

考完后根据自己的临场发挥情况，再填报

志愿。而我们高考的时候，是先填志愿

再考试，多了很多不确定性。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家人为了让

她将来能进入本系统工作，愣是所有志

愿都给她填的同一所专科院校，而其实，

她的分数完全可以读本科。

就这样，她读了父母规划好的大专，

毕业后顺理成章留在本系统工作，衣食无

忧。只是偶尔讲起父母当年的霸道，还是

会心有戚戚。不知道，当年她如果凭分

数读了自己心仪的本科，她的人生会不会

因此而改写？

朋友的经历，就是典型的父母为孩子

做主的例子。

其实，能拥有选择的能力，是家长应

该让孩子培养的目标之一。在这一点上，

曾与邓丽君、山口百惠齐名的香港歌手陈

美玲就做得非常好。

陈美玲14岁以歌手身份出道，巅峰

时期风靡亚洲。定居日本结婚生子后，因

坚持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在默认女人婚

后回家做全职太太的日本引发巨大争议。

之后，又怀着8 个月身孕，带着大儿子赴

美读书，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这个“传奇妈妈”最让人羡慕的成就，

是将自己的三个儿子，统统送进了斯坦福

大学。为此，她还出了一本总结自己教育

方法的书，很受追捧。

她在书中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其中

一条就是：不要替孩子做选择。从小，她

就训练儿子们自己做选择。后来，大儿子

要去美国念高中，陈美玲希望他选择排名

数一数二的学校 ,可儿子选择的学校仅排

名第七。好在，她尊重了孩子自己的选择。

在这所学校，每个新生都会分配到

一匹马，每天要先把马照顾好，才能去吃

早饭，他们也因此培养出了相应的责任感。

陈美玲大儿子很喜欢学校潜移默化的教育

方式，学习成绩自然就好，之后顺利考上

了斯坦福大学。

而其实，做选择这件事，也可以从娃

娃抓起。关于这一点，谭盾夫人黄静洁在

她的《父母的格局》这本书里，同样提到

过要听从孩子自己的选择，还记录下了大

儿子谭焉自己选择小学的过程。

谭焉幼升小的时候，妈妈在地图上列出

了能从家步行前往，或者车程15分钟能到

的学校名单，为他锁定了6所离家较近的小

学，可她还是分不清这些学校孰优孰劣。

最后，她决定按照谭焉幼儿园班主任

的指点，让儿子自己去这几所学校找寻答

案。虽然她对这个建议将信将疑，因为当

时谭焉还没满5岁。

经过实地考察，谭焉选择了一所由老

厂房改建的小学。入学后妈妈发现，这所

学校的错龄分班制简直像是为他量身定制

期末考试后怎么跟孩子谈成绩

起分析试卷，然后结合孩子当前

的实际能力，定下一个切实可行

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比孩子当

前的实际能力高出一些，但是一

定要合理。因为只有合理的目标，

才能给孩子带来挑战的同时给孩

子提供动力。比如这次我们打了

75 分，那么下次我们能不能通过

对这门课程学习方法的改善和兴

趣的提高，以更认真严谨仔细的

态度做题后，争取达到 85 分？对

于孩子进步，我们的期望值不要

一步登天，要循序渐进，一步一

步来。

不管成绩如何，家长都应该客观

评价，和孩子一起从整体成绩中找

到自身的个体差异。比如说有些孩

子数学成绩不是特别好，可能是数学

思维能力和习惯有所欠缺，家长就可

以私下里跟数学老师多沟通，分析原

因，请他多关注一下孩子。如果孩子

喜欢交往的同学当中有数学成绩特别

好的，也可以请这个同学多和他一起

做作业，指导他一些做题的方法。 

对于考得好的孩子，要不要用

物质奖励呢？一定的物资奖励当

然是可以的，但也不妨这样对孩

子说：“这次做得很不错，我们都

很为你高兴，也奖励你了，但你

要知道，最大的奖励其实来自于

你自己……”肯定他努力的价值，

让孩子自己产生努力的内驱力。

总而言之，在孩子的学习过程

当中，家长关注分数，这也是无

可厚非的，但更重要的我们要关

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如何让

孩子身心愉悦的成长，分数不代

表一切，成绩与成长相比，成长

永远是第一位的。

高分不捧，低分不骂

的。因为如果按照正常分班，谭焉永远是

班上最小的男孩，错龄分班则让他有机会

体验并融入到不同年龄的班集体中去。

该校采用的蒙台梭利体验式教学模

式，也正好适合好动、观察力敏锐、喜

欢自由想象的谭焉。他在自己选择的这所

学校里，度过了快乐的小学时光。

谭盾家隔壁，住着一位美国有名的舞

台和服装设计师。有意思的是，设计师外

孙女弗吉尼亚选择的小学，恰恰是谭焉因

为不喜欢，连大门都没迈进的学校。小姑

娘因为钟意学校的花园，还有花园里漂亮

的鹅卵石，就这样选定了自己的小学。

若干年后，两个孩子再相见，谭焉即

将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始大学的学

业；弗吉尼亚也决定报考美国著名的设计

学院，学习舞台和服装设计，从小学以美

为择校依据开始，她就立志成为一个创

造美的人。

正是两家父母对两个孩子自我选择的

尊重，才成就了日后在各自领域不断探索

发展，并终将取得成就的他们。

让孩子自主选择学校的例子，在我们

家也曾真实上演。

女儿山山小升初时，有机会进入一中

系的初中就读。我自己中学六年都在长沙

市一中度过，对一中的教学理念充满信心。

正式入学前，我带山山参观了几所不

同的一中系学校。其中一所，9月要开学，

5月校园里还在施工建设，直接被PASS

掉了，因为觉得健康更重要。

另两所学校，大人们更倾心于校园大、

楼距宽、绿化也非常棒，一走进校园便

感到心旷神怡的那一所。而山山自己，则

坚持选择了刚创办不久，教学楼布局像哈

利·波特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那一所，

并立志要做到学校将来以自己为荣。

这一次，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失效了。

尽管山山只有一票，远少于家中大人的票

数，但考虑到是她、而不是我们在学校

读三年书，我们最终尊重了她的选择。这

个学期，山山参与了学校“母校，我想对

你说”的征文比赛，将自己对学校的眷

恋诉诸笔端，文章不仅获得了比赛特等

奖，还被刊载在报纸上。

也正因为选择是她自己做的，入学后，

即使觉得学习再辛苦，她也只能咬牙坚持，

因为她必须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她

还不能容忍别人说自己学校不好，入学以

来拼命努力，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学校

增光添彩。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说过：选择是人

的基本权利。不能选择的人生，严格说

来不是人生，是苟且偷生。

为什么现代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妈

宝男”，甚至“巨婴”？说到底，还是家

长为孩子做的选择太多。家长们不妨学会

放手，把选择权交给孩子，也只有孩子自

主选择的人生，他才会为之拼尽全力去

过好这一生。

陈征宇

期末考试成绩差不多都出来

了，你家孩子考得咋样啊？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你是怎么鼓励或批评

孩子的呢？

这么说固然是错的：“考这么

点分，说出来都嫌丢人！我告诉你，

暑假一天也别想玩了，给我老老实

实到辅导班补课去！”

还有的家长可能会安慰孩子

“考试成绩不重要，你考多少分你

都是最棒的！”然而，这样言不由

衷的安慰，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可见，面对考分，家长的态度

和反应会深刻影响孩子对自我的评

价和对学习的认知。

那么，和孩子聊考分，怎样做

才是正确的呢？

一级文学编辑，全国广播影视百优理论人才，湖南电

视 40 年大型系列丛书《追梦》之《锋芒》（上、下卷）执

行主编，公众号“马栏那个山”主理人。

“一个和女儿说话像跟闺蜜聊天的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