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丽丽介

绍，在医学上，狭义的“学习困难”

其实是一种学习技能发育障碍，包

括数学学习障碍、书写障碍、阅读

障碍等。她还以百分制进行了说明

举例，“孩子的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

也就是知识内容能掌握一半以上，

说明他不存在学习困难，如果孩子

的成绩总是不及格，这时就要寻求

专业医生的帮助，分析原因，并及

时进行干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

孩子之前成绩特别好，却突然出现

大幅度下降，也需要去找出原因，

是情绪问题？还是专注力问题？或

者学业负担过重？”

也就是说，对孩子病理性的学

习困难，医生可以给出药物或行为

治疗方案，但是对于非病理性的学

习困难，医生也只能给出一些建议，

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家长和孩子。

由此可见，学习困难门诊并不是帮

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

其实，影响孩子学习的好坏除

了有学习困难的因素外，还可能有

许多其它原因。比如，在生理方面，

男孩确实存在“开窍”比女孩要晚。

家庭问题专家蒂夫 · 贝德夫在《养

育男孩》一书中指出，女孩大脑中

负责“自我控制”的前额叶通常发

育得较早。在读小学时，女孩可以

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但这对男孩来

说却很难，所以因小学阶段，女孩

成绩普遍比男孩要好。此外，学习

态度、学习方法、家庭环境等因素

也很重要，一个对学习没有明确目

标，在学习方法上无法获得有效帮

助，又没有好的学习环境的孩子，

是不太可能成绩优秀的。令人遗憾

的是，一些家长因为缺乏相应的医

学、心理学知识，孩子出现学习困难，

他们只会急火攻心，甚至因为气急

败坏而横加指责，反而更让孩子对

学习心生排斥。

所以，父母们应该对自己的孩

子有充分的了解。我的孩子究竟是

普娃还是牛娃？是否是有学习困难

障碍的孩子？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

给予孩子个性化的支持，而不是人

云亦云地“鸡”娃，或者放任不管

不作为。一定注意不要给孩子贴负

面标签，否则对孩子自尊心的建立

会有巨大影响。孩子低自尊的表现，

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和环境适应

能力。父母智慧的爱和支持，才是

孩子未来人生顺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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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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困难门诊到底有什么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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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困难门诊出现就诊高峰 #

家庭教育·专栏

发掘 70 个“不被认可”的孩子，他的经验值得学习
文 / 杨松林
 最近，我在旧书摊上淘到一些苏联著名

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写的

著作，如获至宝。

苏霍姆林斯基从 17 岁开始投身教育工

作，一生写下了 41 本教育专著，600 多篇教

育论文，约 1200 篇儿童小故事，在世界上

享有盛誉。

他在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了解并研

究了七十多个难管教的孩子。他要求自己必

须在那些不被认可的孩子身上，找到值得鼓

励的闪光点，这样就会让孩子有信心，从而

变成较强的学生。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个

个小故事。

1《尺子的故事》讲的就是，在某个小学

里，有两个小男孩同桌，他们的关系很

好，一个孩子学习比较好，另一个学习有点吃力。

一次考试，那个学习能力弱一点的孩子很吃力，

同桌因为学习很好，想帮帮这个学习上吃力的孩

子。但是，这个学习吃力的孩子拒绝了他的帮助。

在下一节劳动课上，老师让孩子们做一把尺子，

学习好的那个孩子做得很不好,而这个学习成绩

不太好的孩子却做出了一把非常漂亮、精准度

很高的尺子，老师就特地表扬了他。后来，这

个孩子请求老师把他自己做的尺子拿回来，永

远放在自己的书桌前，因为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肯

定和鼓励，做尺子就是他的特长。

从这样的小故事中，可以看出苏霍姆林斯

基善于发现、肯定孩子的长处，尊重孩子的差异。

而作为父母更应该接受孩子的独特之处，根据

孩子的特点来进行培养，这样会让孩子变得更

优秀。

无论是身为教师，还是作为家长，苏霍

姆林斯基是特别善于反思的。刚参加工作

时，他也曾有过失误。一个名叫斯捷帕的男

孩由于过分顽皮，在一次玩耍中无意把教室

里一盆全班十分珍爱的玫瑰花给碰断了。对

此，苏霍姆林斯基大声斥责了这个孩子……

不久，斯捷帕变得话少了，也不那么淘气了。

年轻的苏霍姆林斯基想，应该是自己的

斥责对这个学生起了作用。可是，不愉快

的事在他斥责这位学生的几周之后发生

了。一天放学后，苏霍姆林斯基因事未了

留在教室，斯捷帕也在这里，他准备把作

业做完回家。当发现教室里只有老师和他

时，斯捷帕便觉得很窘迫，急忙准备回家。

苏霍姆林斯基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无意

中叫斯捷帕跟自己一起到草地上去采花。

这时，斯捷帕表情迅速变化，先苦笑了一

下，接着眼泪直滚了下来，随后在苏霍姆

林斯基面前跑着回家了……这件事对苏

霍姆林斯基触动很大。他开始反思以前的

做法，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极少使用

责罚。因为宽恕能触及学生自尊心最敏感的

角落。

这个故事也给了我们诸多启示：无论是

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应多一点

自省，蹲下身子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声音，提

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努力成为孩子的榜样。

2在《家长教育学》这本书的开篇，

作者与父母有七次谈话，语重心长

地告诉家长怎么做个合格的父母。在谈话中，

他讲到一位母亲，她在上学时成绩非常优秀，

但是长大成人以后，她有了最大的怨恨，恨

在她青少年时代教养她的人，只教了她学习，

没有教会她生活。难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存

在这样的问题了吗？虽然学校里已经开始了

素质教育，但是在家庭里，还是有很多家长

把成绩放在第一位，其他都可以缓缓再说，

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孩子。他指出，

我们作为老师、父母没有去思考生活中最主

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系，

对责任的培养。

在父母权威这一章，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父母对孩子提出的要求，不要一味地否定。

可以先考虑一下，答应的后果会有那些，是

否会对孩子形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没有太

大问题，父母完全可以放手，让孩子去经历

一下，不管好坏，孩子都会从这次经历中得

到经验与教训。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发生，孩

子就会权衡，这样做值不值得。

当下的家庭教育，多是母亲陪伴，因家

庭生计或观念认知等因素导致父亲缺位，不

少父亲甚至认为孩子的教育就是母亲的事。

苏霍姆林斯基则通过“寄语父亲们、致年轻

父亲的信”等章节予以温情对答，字里行间

可谓语重心长。教育者——父亲、母亲、教

师的真正明智在于善于给孩子以幸福。

泛黄的纸页，亲切的文字，浸润的满是

真情、善意、情怀。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的

苏霍姆林斯基，以一颗赤诚之心，无限热爱

儿童教育事业和他的家庭，一生执着于教育

理论与实践研究，始终都在努力探求这种智

慧的所在。

如何育儿最科

学？这恐怕是没有标

准答案的问题。不

过，名人的成长经历、

育儿经验或许可以

作为一个参考样本。

我们开设《名“家”

解读》专栏，一起探

寻那些“有名的家庭”

如何开展家庭教育。

编者按

扫一扫，
看更多明星成长故事

“孩子上四年级成绩出现断崖式下降怎么办”
“为什么一上学孩子就说肚子疼”……

据媒体报道，暑假期间，多地学习困难门诊
迎来就诊高峰。值得关注的是，就诊患者中不乏
一些低龄儿童，甚至有幼儿园的孩子在家长的带
领下前来就诊。

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家长无法判断自己的孩
子是否存在“学习困难”，有的认为学习成绩不理
想就是“学习困难”，也有的家长希望通过医生的
帮助提高孩子学习成绩。学习困难门诊是否就是
帮助孩子的灵丹妙药呢？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名        解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