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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近日，在《朋友请听好》节目中，听众周周

在信件中讲述了自己给去世爸爸发短信，却意外

收到回复的故事。她说，初二那年爸爸去世了，

妈妈改嫁 ，妹妹跟着妈妈和继父一起生活，自

己因为不方便转学，一个人住了一段时间。在很

多夜深人静的夜晚，自己常常会思念父亲。高考

前夕，她给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竟然收到

了温暖的回复，这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这位“陌生爸爸”给了她那段黑暗时期里的一点

点微光。这段讲述感动了很多人。离别是人生的

必修课，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理解、面对离别？

是的，我们讲过如何跟孩子谈生死，

但我们还没有聊过如何让孩子学会离别。

离别的情况有多种，既有短暂的分别，又

有生死的诀别。不论是何种情况，离别都

意味着伤感和痛苦。很多时候，大人出于

保护的目的，或者担心孩子哭闹，会刻意

隐瞒孩子，或者撒一些“善意的谎言”。而

真相终将会到来，家长们有没有想过，在

接近真相的过程中，孩子独自经历的猜疑、

焦虑，以及伴随着猝然而至的真相的压力，

或许比事实更加伤及身心。

所以，我的建议是，除非是年龄特别

小还不谙世事的孩子，对于年龄大一点的

孩子，无论是短暂的分别，甚或家人生病

和去世，都应该如实的告诉孩子。作为家

庭成员，每个孩子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这是尊重孩子，更是教会孩子尊重、体恤

他人的前提。

但不可否认，离别总是痛苦的，如何

更好地帮孩子排解离别的压力，正面去面

对离别呢？我觉得首先是要尊重孩子离别

的情感。我们常常能看到孩子在幼儿园门

口和父母分别时，会哭得撕心裂肺。有些

父母一开始还能哄两下，时间一长焦躁的

情绪上来了，就可能撒手，一走了之，或

是训斥吓唬孩子：“再哭，我把你丢幼儿园

不管了”。这样的沟通，不但不会平复孩子

的情绪，更会加深孩子的分离焦虑症。因

此，家长要接纳孩子不良情绪的反应，给

他释放的空间。“如果想哭，就好好哭一场

吧，妈妈陪着你。”“哭完了，妈妈再陪你

进去好不好。”

等孩子宣泄完情绪后，学会跟孩子共

情，“妈妈知道你很难过，妈妈也难过，你

放心，一放学妈妈就来接你。”“不舍得好

朋友转学，妈妈小时候也经历过。”站在孩

子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和孩子在一个频

率交流。这正是家庭教育大师萨提亚所提

倡的“一致性沟通”在孩子沟通中的运用。

只有被理解、尊重、接纳，孩子的自我意

识才可能真正形成并发挥积极调教作用，

减少不安全感。

如果感到孩子在悲伤的情绪里走不出

来，还可以通过游戏、画画、讲故事等方

式转移注意力，摆脱消极情绪。或者我们

可以举行一个恰当的仪式，帮助孩子告别。

比如帮孩子和即将分别的小伙伴，制作一

个小卡片，或录下一段话，或交换一段视频。

耐心地帮助孩子完成一段小小的告别仪式，

让告别变得有意义。美好的告别仪式开始

的一瞬间，会帮助孩子缓解悲伤，也许也

能让孩子理解到，离别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总之，离别是人生的一堂必修课，从小

让孩子“学会离别”，才能帮孩子成长、成熟。

举办一个恰当的仪式，帮孩子告别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人世间》热播，这部讲述中国东北一个普

通工人家庭五十年悲欢故事的年代剧，以平凡人

人生传奇的代入感，唤起了许多人的情感共鸣。

有人看到了大时代中的小命运，有人看到了

岁月人生里的聚散离合，更能让人洞悉到很多关

于情感、关于人性、关于教育等各种真相。

比如，周家的三个孩子，他们性格迥异，

各有特点，又各有缺点，孩子们与父母的关系、

他们成长的经历，也正好展现了家庭教育的真

相。

 

1你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孩子
周家有三个孩子，大哥周秉义、二姐周

蓉和小弟周秉坤。周秉义天资聪颖、才华横溢，

在学校就获得省长女儿的爱慕；姐姐周蓉才貌俱

佳，是很多男孩心中的“女神”；唯独小弟周秉

坤资质平平，外号“老疙瘩”，意思就是比较“笨

和木”。周秉坤不爱读书，心甘情愿做优秀哥哥

姐姐的“迷弟”。在剧中，连他自己都说，“都是

一个爹妈生的，为啥他们那么优秀，我就这么普

通。”

这实在是像极了那些年我们曾热议过的话

题，“父母 985，儿子却是学渣”。基因的分配是

门玄学。但是，资质平平的孩子就真的一无是

处吗？

恰恰相反。剧中，大哥周秉义和二姐周蓉很

早就离家，先是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后来双双考

上大学。大哥走上仕途后官至市长，常年不着家，

姐姐远赴法国留学。一直留在父母身边，侍奉尽

孝的恰恰是“老疙瘩”的小儿子。

早就听说过“那个没出息的孩子，才是来报

恩的”。看完这部剧，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优秀的孩子需要更宽广的舞台，父母只能目送他

远行，而那个“学渣”孩子或许才是父母身边最

踏实的依靠。

李玫瑾老师曾说过她的故事，她的女儿资质

普通，她很早就看清楚了这点。所以，她从不“鸡

娃”，女儿长大后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做了一

名普通的音乐老师。和她的那些同事的孩子比，

她的女儿显然是最没“出息”的，但她说，她的

同事们却很羡慕她。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有“出

息”的孩子都留学出国去了，她的女儿虽然过的

是小日子，但按部就班结婚生子，她也很早就升

级做了外婆，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父母最美好的愿望。可“龙凤”大都是要远

走高飞的，自然就很少能承欢膝下；得子女“口

体之养”的父母，又常常觉得有了“里子”少了

“面子”。确实，为人父母者对此多少都有些纠结，

巴不得两者兼而有之，但似乎此事古难全。

正如《人世间》的原著作者梁晓声所说：“无

论资质如何，只要努力勤劳善良，世间的每个人

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才能。”

所以，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孩子。

2父母的素养跟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
萨日娜在《人世间》一剧中饰演周母。

周母是自带温柔光辉的女人，温柔、善良、朴素、

勤劳。她像极了我们很多人的母亲：没有什么文

化，没有看过世界，懂得不多，但为人善良，与

人和善，坚守着一个人最纯良的底色。

丁勇岱饰演的周父，也像极了很多平凡又伟

大的父亲：没啥大本事，为了儿女一辈子忍辱负

重，勤勤恳恳。虽然有点固执，但明事理，有远见。

周家的三个儿女，虽然各有命运，但底子都

是正直、善良、公允、厚道。大儿子秉义重情重义，

面对改变命运的升迁机会，但要选择离开政治出

身不好的未婚妻，他守住了初心，没有见利忘义；

二女儿志向高远，奔赴山区当老师无怨无悔；三

儿子善良敦厚，守护命运多舛的妻子，不离不弃。

这都是家风和家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莫言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常普通的母亲，大字

不识一个，一生经历了战争、饥饿、疾病。但莫

言在他的文章里回忆道，即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

饥肠辘辘、疾病缠身的母亲还能歌唱，这是母亲

给他最好的教育，人要忍受苦难，并不屈不挠地

活下去。

周家父母和莫言的母亲，这些普通的父母虽

然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却拥有勤劳、善良、正

直的美德，他们将这种美德言传身教给了孩子，

而这些跟文化水平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3亲子关系重于教育
因为各种原因，周蓉在女儿玥玥两三岁

的时候，迫不得已将女儿送回娘家，由弟弟和弟

妹照顾，虽然一直说自己会尽快把女儿接回身边，

可后来，因为住房问题，她自己又在北大读本科、

读硕士、博士……一直到了女儿14 岁，她依然

没有把她接回去。

周蓉几乎错过了女儿成长的整个关键期。所

以，当她在弟弟家想和女儿亲近时，才发现女儿

跟她不亲。接着，又迎来了孩子的青春叛逆期，

母女关系更加剑拔弩张。想与女儿亲近，却是尬

聊；想教育女儿，却是怒怼；即便是违背内心，

支持了才读高中的女儿早恋，换来的仍是女儿的

不满。

周蓉不知道，亲子关系不好，多数教育都是

徒劳。教育需要在时间的滋养下，与孩子一起，

一点点存储彼此的爱。教育需要在矛盾的磨合中，

与孩子一起，习得彼此尊重、互相理解的路径。

好的亲子关系，才是好教育的“助推器”。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从《人世间》看懂亲子关系的 3个真相

慧妈简介 >>

记者 、亲子教育

专栏编辑。“我是

在 育儿 路上一路

孜 孜以求的职 场

妈妈。”

小清

# 女孩给去世爸爸发短信意外收到温暖回复 #

如何让孩子学会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