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2年11月3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熊晓丽
E－mail：65252775@qq.com生活·亲子

生活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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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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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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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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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知乎上有个热点话题，孩子在学校刚当班

干部一个月，因为某次课间和同学打闹，就被

老师撤职了，回来哭得像个泪人。家长担心孩

子受到打击，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损，以后就

变“佛系”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

这位母亲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比焦急更重

要的是，家长该怎么去解决孩子“被撤职”的

问题？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

有时，逆境来得早一点并不是坏事。当班干部

被撤职，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孩

子在消极情绪之下单方面的诉说未必客观，所

以，我们首先要多方了解事情的经过。老师撤

销孩子的班干部身份，不可能是因为一件两件

事，有可能发生了多次类似的事情。所以，和

老师沟通了解清楚具体原因比较好，这也能掌握

一下孩子在学校的具体表现。如果，确实是因为

孩子不能以身作则导致的班干部身份被撤，也不

要因此急于去批评教育孩子。孩子此时已经受到

打击了，他需要的是共情和理解。批评和说教只

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所以，不妨先给孩子一

个拥抱或轻柔的安慰，待孩子心情平服后，再

跟他分析，如何才能做好一个班干部的问题。

对于一些小学生孩子来说，对于“班干部”

的概念是不清晰的。有的孩子可能认为当上班

干部，就自然有了“管理权”和“处分权”，可

以利用职务之便享受点好处，还可以向老师打

小报告，这肯定是不对的。班干部其实就是一

个领导班级同学、服务班级同学的角色，是一

个示范和服务的岗位。所以，第一肯定就要自

身表现优秀，处处以身作则，才能赢得同学的

尊重和老师的信任。第二，还要有牺牲精神，

能够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同学服务。第三，

还要有责任和担当，能够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

有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先把这些道理跟孩子讲

清楚，然后再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自

己是否做到了这些？被撤职是不是有原因的？我

们可不可以以此为戒去改正，重新争取机会？

让孩子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因为

事件本身或老师处理的态度造成自信心、自尊

心的损伤，帮助孩子重新建立内心十分重要。

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无论基于什么原因，

如果是当众被撤班干部，孩子有挫败感是在所

难免的，消极负面的情绪也许会围绕孩子一段

时间，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

除了情感的接纳、对失败有正确的认知外，更

需要引导孩子利用成长型思维来解决问题。人

生的进步，往往就是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家长

能做的，就是引导孩子反思，看看在这件事情

中，他有什么错误，有什么不足，检讨下自己。

下次争取机会。最后，可以和老师互相配合。

家长可以先和老师友好沟通交流一下，获得老

师的帮助与支持。请老师在学校鼓励和监管孩

子的进步，家长在家里督促提点，双管齐下，

共同促进孩子积极向上。

班干部被撤，“坏事”如何变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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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孩子当班干部被老师撤职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本硕博保送连读！他们的天赋和兴趣如此被激发
又是别人家的孩子，又是别人家的“天才少

年”。

近日，长沙3 个少年被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

领军计划录取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其中最小的

14岁，才读初三，就已经被清华大学“预定”，

他们都将被保送清华大学进行本硕博贯通培养，

着实让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狠狠地羡慕了一把。

“牛娃”凭啥这么牛？是天赋过人，还是后

天养成呢？不妨看看他们的故事。

1“牛娃”之一的周睿哲是长沙雅礼中学的

高一学生，从小就是“学霸”。13岁时就

喜欢找课本的茬，他用井井有条且有理有据的论

文指出：“四舍五入是一个范围，按照例题方法

估算也是一个范围，但这个范围可能很不精确或

者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偏差，这时，我

们精确范围即可，这就是这篇文章对估算主要改

进的方法。”

疫情期间上网课的时候，他还开了个公众

号叫“周天天爱聊”，分享数学心得。除了数学，

周睿哲还喜欢朗诵、运动、运用思维导图。在他

的公众号，他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叶挺将军的《囚

歌》，用思维导图完成了《骆驼祥子》读书笔记。

周睿哲这么厉害只是因为聪明吗？

事实并非如此。

据他的初中班主任胡伏英老师介绍，周睿哲

是一个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学生，尤其是非常自

律。“他有一个计划本，详细地将每天要做的事

情进行了安排，他每天还会对今天的计划执行情

况进行总结。”在学习上，他非常有钻劲，总是

打破砂锅问到底。学习起来非常“忘我”，“遇上

问题往那一坐，仿佛万籁俱寂，唯剩脑海中思考

的声音。”胡老师说。  

“牛娃”之二的唐熠果是湖南师大附中高三

学生，从小喜欢数学，多次在数学竞赛中获得第

一名。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做事非常有规划性且

非常细心。

“不管做什么我觉得‘规划’二字很重要，学

习当然也不例外。”唐熠果在采访中说，自己没

有参加过课外补习班，但是每天都会有自己的时

间安排表，并会将事情在所安排的时间内做完。

他的计划是将来成为一名数学研究者。

“牛娃”之三的袁子实是今年湖南首位年仅

14岁就被清华大学丘班录取的幸运儿。他是湖

南思沁学校一名初三的学生。在媒体采访时，他

坦言从小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把做数学题当做

一种思维游戏，解题的过程就是“打怪升级”的

过程，解题成功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引领着他

不断向数学高峰攀登。

可见，三个“牛娃”这么牛，固然离不开在

数学领域都很有天赋，同时，他们兼具有梦想、

能自律、懂坚持、会规划等优良的学习习惯和品

质加持，而这些必然是后天习来的。

2那么，“牛娃”们的好习惯在后天是如何

被培养的呢？被媒体誉为“神童”的13

岁少年李之城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

李之城今年9月正式入读香港大学深圳校

区，他有一串令人啧啧称奇的人生履历：2岁认

识3000 个汉字、3岁上小学、6岁登上央视舞台、

7岁上初中，10岁入读高中……

面对媒体和外界“天才”的评价，李之城

的父亲李朝曙并不认同：“如果你认为天赋足以

帮助他获得成功，这十年我们为啥还需要花那么

多功夫教育他？毕竟我们离清北的分数还差几十

分。”相比起天赋，李朝曙认为家庭教育和孩子

本身的持续努力，才是儿子李之城取得这些成绩

的关键。

在李朝曙眼中，儿子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是因为他们夫妻俩从小开始的有效引导。

他介绍，李之城 1岁多时，表现出了良好的

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他和妻子就有意识地给孩

子一些知识和测试，自己编了“京基一百像香蕉，

COCOPARK像蛋糕，地王大厦像把刀”等200多

个口诀，加强李之城对外界的感受和记忆能力。

曾经有家长质疑李朝曙的教育方式，认为过

早让孩子进行学习会让他失去童年的快乐，但李

朝曙觉得李之城的童年是在“欢笑中度过的”——

在玩具方面，他们给孩子买了很多类似“四分之

一圆”“四轮车”“逻辑狗”等益智类玩具，“孩

子特别愿意玩，一个玩具能玩 5 到10 年，而且

还没玩厌，一直在玩”。

他还曾带着孩子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去游

历，比如说去欧洲，但必须把欧洲通史看完，看

完再去。李朝曙有时要到各地去进修，提出如果

李之城想一起去，就要做好计划。他会给李之

城几本厚厚的旅游指南，李之城则需要努力地

在纸张上画出思维导图，结合地图规划出旅游线

路，并在图标上把目的地的那些标志性景点都画

出来，以此来锻炼孩子的自我规划和学习能力。

在这位“神童”的父亲眼中，父母在教育方面

的重视和支持，远比“天赋”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他认为，孩子如今在学业上的成绩，是个人天赋和

努力，加上老师的教育和父母的引导共同完成的。

3有正面例子，也有反面例子。那些曾经

惊为天人后来却泯然众人的“神童”输

就输在父母过分看重孩子的“天赋”，却忽视孩

子性格品德等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比如“神童”

魏永康，13 岁上大学，20 岁因缺乏生活自理能

力被中科院劝退，只因他的母亲认为学习好就是 

一切，把他当“巨婴”一般养大。河南“神童”

张易文，4岁认上千字，10岁上大学，却因为父

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让她过早丧失了学习的兴

趣，最后泯然众人。 

自古英雄出少年，那些天资聪颖的孩子固然

令人羡慕，却也没必要由此产生教育焦虑。每个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质，父

母要做的，是善于发现和挖掘孩子闪光的地方，

唤醒他内心的种子，给予他寻找梦想的力量和勇

气。在年幼时，培养他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成长中，

懂得放手给予他自由探索的空间；在他需要帮助

时，做他最坚实的臂弯；在他迷茫时，告诉他人

生的底线和原则。就像大地之于森林，当一颗

种子落在了泥土中，父母精心的呵护和智慧的养

育就是最肥沃的土壤，滋养着种子，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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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育儿路上

一路 孜 孜以求的

职场妈妈。”

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