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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妈简介 >>

《新课程评论》执
行主编。“尊重边

界 感， 珍 视 与 孩

子相处的每一天，

不焦虑，欢喜于当

下， 我 是 一 个 这

样的妈妈。”

郑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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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得很对，“连饭都吃

不饱，哪有精力学习？”确实，有这样一

些学校中午到食堂吃饭都要求学生跑步去，

课程表上排得满满的，午休的时间都被用

于面批面改，用于做练习讲试卷。一些家

长把孩子的作息时间精细到用表格来安排，

一切以应试和考高分为目的，这种模式或

许确实可以让孩子拥有高分数和高文凭，

但却扼杀了孩子最重要的创造力和个性。

教育的本质应该是育人，而不只是培养考

试的机器，育人的教育是需要“留白”的。

“留白”原本是属于绘画中的一种技

巧。是指留出适当的空白空间会让作品更

有意蕴。教育留白，是给孩子更多的自由

空间，允许他自己探索、发展自我。

如今的环境太早限制了孩子的体验活

动，给予孩子太少的童年“留白”、学校“留

白”、课堂“留白”。应试教育的异化让孩

子过早脱离了儿童的世界，被束缚、被局

限，导致老化、僵化，不再可爱，不再充

满生机，也因此导致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而且越来越低龄化。所以，才有了现在的

“开学一个月儿童精神科爆满”的热搜新

闻。

不要见缝插针地把孩子们的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都填满，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尊

重儿童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有节奏、有

弹性的学习，才更有效率，也更可以持续。

孩子的成长也需要留白，把周末、寒暑假

让给孩子自己，支持他、训练他学会时间

管理，学会规划学习，学会心无负担地敞

亮地玩，这种鼓励、商量、放手的教育，

一定比命令和谴责好用一万倍。孩子唯有

在自由成长的空间，才能探索和发展出真

正自驱力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被催逼长

大的孩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即便他一

时可以拥有光鲜的成绩单，但对于孩子长

长的一生来说，成绩单就能决定他未来的

幸福和成就吗？

所以，真正的教育是放手让孩子自由

成长，这里的自由成长不是不约束、不管理，

而是让他们主动学习、主动创造，这才是

教育的本质。

教育学会留白，孩子成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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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长吐槽
学校就餐时间仅 20 分钟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90后”院士黄培云分享家教“秘诀”

1关于教育本质，有一个诗意解读：“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不

是规训与惩罚，教育是唤醒和点燃。

此刻，我想先推荐一本书：《道德教育的

三十个细节》。当天读完，我就在朋友圈写

下：“今日，读完华东师大高德胜教授这本书，

特别受益。看后记才知道他曾是鲁洁教授的

学生，感佩于理想主义的传承。真诚的学者，

带来审视和思考，带来感召、养分、力量。”

这是一本反思之书，虽然针对的是学校

教育，但对于家庭教育同样适用。我想介绍

其中一篇：《“大眼睛” ——论教室的“监狱化”

及其后果》。现在教室里装监控几乎是标配，

高教授却指出这样孩子无法放松和舒展，容

易形成分裂的表演型人格。其实家庭里也是

这样，许多家长尤其是妈妈把大量精力聚焦

于孩子，以爱之名，却施以控制。现在青少

年心理问题频发，部分和这相关。

2分享四个小故事。前两个是我作为访

谈作者的亲闻，后两个是我与母亲和

孩子的亲历。

第一个是蔡皋老师的故事《心思一好，

一切皆好》。蔡老师是中国原创图画书名副

其实的先驱者，也是我们都熟悉和喜爱的湖

湘出版大家中的一位。她的童年是生命最初

的“桃花源”。父亲母亲，尤其是外婆，鼓

励她独立、自信，修剪她的枝丫，给她立规

矩的同时，更多的是呵护着小蔡皋的自由天

性，带给她温良、率真、审美、勇敢的生命

底色，使她在成长过程中无论经历什么风雨，

都能够把一地鸡毛，变成一地锦绣。

第二个是黄培云院士的故事。黄院士是

西南联大第一届毕业生，考上庚款赴美，成

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夫人赵新那老

师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是赵元任先生的

爱女。新婚不久之后，他们就回到了祖国。

黄先生参与创办了中南大学的前身——中南

矿冶学院，成为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我曾

担任了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访谈作者。这

样的访谈任务，让我得以探寻一个人、一个

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得以近

距离感受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和博雅之气。

能够访谈蔡皋女士和黄培云院士是我的

幸运，这样的访谈令我往思想更深处漫溯，

去思考是怎样的教育造就了他们这样做人谦

谨、做事切实、修养深厚又锐意创新的人；

去探究是什么令他们如此元气淋漓，内驱力

如此持久，绵延不绝。

我在访谈时问黄院士什么是一生最骄傲

的事。他说：“我九十多岁了，我这一生最

骄傲的是从没有浪费过粮食。因为我母亲从

小就对我们要求严格，小时候吃饭如果有食

物掉到桌上，得捡起来吃下去；如果掉到地

上，得捡起来、洗干净，再吃下去。”

《古文观止》的名篇名句，黄院士总是脱

口即出。耄耋之年，聊到高兴处他的手指还

会放在膝盖上打节奏，因为，他一生热爱古

典音乐。而这些，都是自小教育和熏陶的结

果。

所以，大国民的尺度，往往立足于小时

候的小事情。

3第三个是“一字马外婆”的阅读故

事。这是我的母亲，她小学都没毕业，

四十出头就成为钢铁公司的下岗女工。她和

父亲没有给我和妹妹带来物质依靠，但他们

一生善良朴素、自尊自立、庄敬自强，他们

用行动引导我们行稳致远。母亲曾经中年发

福到 80 公斤，硬是通过坚持运动成功减肥，

现在 72 岁了，还能够轻轻松松一字马。我

喜欢读书行路，几乎每次旅行都是扶老携幼。

尤其父亲去世后，我更注意陪伴母亲出行。

我建议她读书、做行前功课，她刚开始时很

畏难，说自己字都认不全。我鼓励她慢慢来，

从读图开始。母亲逐步养成了阅读习惯，七

年前夏天我带她去欧洲，行前我工作忙忘记

推荐做功课的书，没想到我发现母亲已经在

书柜里找出了《极简欧洲史》放在床头。

第四个是我和孩子的故事。我在孩子上

小学之前，给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家书，这本

《温暖的孩子：幼儿时代》记录了他许多成

长点滴。写完后我自己到打印社制作了一本，

把孩子出生时的小脚丫印在封面上。封存了

十年后，在孩子成年之际，他收到这本特殊

的礼物。当时就快高考，他依然抽空写下这

篇《我的奇葩“双减”妈妈》，作为回馈给

我的成年礼。

我与母亲、孩子都是微小的普通人。但

我们之间的家庭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和要

求，是平等的互动，是人间真情的日常。

一个独立的人，才是家庭教育的初心和

远方。

近日，河北衡水有家长吐槽学校规定学生吃

饭时间仅 20 分钟，时间非常紧迫，孩子们都是

狂奔食堂。家长称，孩子读高一经常吃不饱，有

时候甚至吃不到饭，紧张到中午打个电话的时间，

饭堂就关门了。家长质疑学校这样的规定不合理，

同时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不少高中学

校都有这样的规定，还有网友说：连饭都吃不饱，

哪有精力学习？

家庭教育·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