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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是让孩子拥有独自生活的本领、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面对未来的勇气。独立性是现代人需
要的一种基本素质、是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
今，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似乎越来越依赖父母了。从小
到大，如果没有父母的关怀，有些孩子心理脆弱、独立能
力差，就会缺乏解决困难的能力和面对挫折的勇气。是
不是孩子天生就缺乏独立能力？实际上，孩子并不缺少

“独立基因”，出现依赖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父母过度的
“溺爱教育”。因此，怎样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是每个家长
需要思考的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强制
性过度“浇灌”，不如静下心来合理引导，培养孩子独立的
基本素质和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
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十分重视
孩子的教育问题，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在应试教育的大
背景下，有的父母不让孩子做
任何家务，认为孩子只要学习
就好了，甚至有的孩子都上小
学了，吃饭、穿衣还由家长包
办，结果造成孩子对父母、家
庭的过度依赖。有的小学生
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
成为所谓的“小皇帝”“小公
主”。这样的情况发生后，一
方面，父母逐渐意识到孩子缺
乏独立性，开始寻求解决办
法；另一方面，父母又早已习
惯包办孩子的一切，稍微一放
手就不放心。二者矛盾下，问
题日益严重。

家有两个孩子的李女士
说：“每次去一实验小学接孩
子放学，总能看见早早就等在
校门口的家长。见到孩子出
来，家长先一把搂在怀里，再
接过孩子的书包背在自己肩
头，并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吃食

先给孩子垫垫肚子，关切地询
问孩子在校情况，有的甚至把
已经上五六年级的孩子直接
抱起来走，生怕孩子累着。我
觉得这样溺爱孩子，孩子很难
学会独立。”原生家庭对孩子
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旦情感过
于黏稠、行为上过度宠爱，那
么在一定程度上便会阻碍孩
子独立人格的形成。家长对
孩子的过度照顾，看似爱子情
深，却让孩子无法独立。孩子
的独立性是在生活中逐步培
养起来的。要培养独立自主
的孩子，父母就应该多为孩子
创造锻炼的机会，不要事事包
办，也不能在关键时刻舍不得
放手。现代孩子教育很重要
的一项内容便是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孩子在长大后要想
有所成就，就必须具备独立
性，具备能够独立思考、选择、
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
以这些为基础，才能应对生活
的各种挑战。其实，孩子很小
就有了独立自主意识，他们做

什么事情都喜欢亲自动手：自
己扶着沙发走路、自己拿小勺
吃饭；等到稍大一些的时候，
他们不仅要独立洗手洗脸、穿
脱衣服，而且还要自己洗手
绢、洗袜子，修理或者制作一
些玩具，甚至还想自己上街买
东西。对于孩子正在形成的
独立意识，家长千万不能泼冷
水，觉得孩子自己什么都做不
好，而要予以重视、支持并鼓
励他们。

独立是未来人才所需要
的基本素质，也是很重要的能
力。孩子不独立与父母的行
为分不开。独立是成长，是一
条孩子自己要走的路。作为
父母，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
在孩子失意的时候给予鼓励
和表扬。有时候，并不是孩子
不独立、离不开家长，而是家
长离不开孩子、对孩子舍不得
放手。多给孩子一些机会，多
给孩子一些信任和鼓励，学会
真正地放手，孩子才能变得更
好、飞得更高。

“父母从来不听我说话，对
我的意见总是置之不理，感觉
无法沟通。”11岁的王岩说出了
很多孩子的苦恼。其实，孩子
懂事以后，便开始思考这个世
界和他遇到的每一件事，并逐
渐产生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父
母和孩子的世界确实不同，但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却一直
在向父母靠近。他们对父母世
界的事情发表意见和想法，说
明他们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这
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很多家
长觉得自己的生活经验丰富，
孩子的想法幼稚、单纯，不需要
对其过多考虑。其实不然，父
母应该赏识和尊重孩子的想
法，理解孩子的心情，倾听孩子
的诉说，在孩子想要发表自己
的想法和观点时，给予积极的
引导和尊重。这样，不仅可以
进一步锻炼孩子的思考意识和
表达能力，而且可以通过倾听
孩子的观点，发现和了解孩子

的真实想法，从而纠正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一些错误思想。

有些家长习惯于事事为
孩子指路，而不习惯于征求孩
子的意见。一旦孩子不遵从，
还要对孩子大加责备。其实，
孩子有孩子的想法，父母要让
孩子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千
万不要忽略和压制孩子的想
法，即使他们说得不对、想法幼
稚可笑，也不能嘲笑和打断他
们，更不要总以父母的思维来
要求孩子，而应该允许孩子把
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给他自
主思考的机会。家长不妨将命
令式语气改为启发式语气，如：

“这件事怎样
做更好呢？”

“你能想出比
这更好的办
法吗？”这种
表达方式会
让孩子感觉
到家长对他

们的尊重，有助于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的意识。当孩子在想问
题时，父母不要太心急，应留给
孩子足够的思考时间，尤其不
要轻易把答案告诉他们。孩子
如果把结果弄错了，家长可以
用启发性的提问帮助他们思
考，启发他们自己去发现和纠
正错误。

当然，尊重孩子的意愿并
不意味着对他们放任不管。如
果孩子在公共场所吵闹、违反
规则，或者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情，那么家长必须进行严厉批
评。但这个时候，重点仍然是
让孩子自己能够明白是非对
错。尊重孩子的每一个意愿或
者想法，就是给孩子一个自主

思考的机会，在孩子独立
思考的基础上，再给予正

确的引导，这才是家
庭教育中父母该为
孩子负起的
责任。

相信大家对媒体报道的37
岁博士生在家“啃老”的新闻都
不陌生，而当事人在家“啃老”的
真实原因是在校处理不好人际
关系，不能适应集体生活，也不
愿意与人交流，于是便放弃学
业回家“啃老”。这样的结果让
人遗憾的同时，又不禁让人感
慨：一个人独立生存的能力有
多么重要。有的家长经常说孩
子太有主意不好，应该听大人
的话。实际上，孩子有主意有
时也是件好事，说明他有自己
的看法和认识，家长应该给孩
子创造机会，培养他自己作决
定的能力。

很多父母教育孩子时常常
是让孩子顺从听话，不太注意
倾听孩子的需要，从生活小事
到孩子发展的各个方面都由家
长一手包办。因此，孩子就容
易缺乏自己作决定的机会和权
利，很难养成自我抉择的能
力。当孩子面临选择的时候，
父母总是帮他们作决定。久而
久之，孩子就不会思考问题。
如果想让孩子自立，那么让孩
子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事情是
非常关键的。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一
些问题的时候，父母就应该适当
放手，让孩子自主决定。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父母一定要给他讲
清楚，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应该
承担责任，而不是依靠父母。孩
子是独立的个体，和成年人一样，
他们需要有机会自己作决定，锻
炼自己的决策能力，体会自主选
择的快乐。所以，父母应该给孩
子充分的选择权。例如，父母可
以让孩子自己决定穿什么样的
衣服，而不要根据自己的喜恶强

迫孩子；可以让孩子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选择兴趣班，而不要根
据父母的愿望和理想安排孩子
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爱默生曾说，你要教你的
孩子走路，但是，应由孩子自己
去学走路。把孩子看成一个独
立的人，使其能自主决定自己
的行动，并且实行自己的行
动。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和经
验的积累，作决定的能力与技
巧也会渐渐提高。让孩子学会
作正确的决定，对自己的人生
敢于担当，让他实实在在地在
生活中找到自我，这是家长给
予孩子成长中最棒的礼物。

为了能够勇敢地面对未
来，孩子需要一颗“坚强的
心”。而培养“坚强的心”需要
的不是金钱，也不是父母的学
历、职业，而是教育方式。要让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就感、
被认可，才能不断增强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和自信心。相信

“自己也可以”的孩子会勇于面
对困难、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独立
做事时,最关键的是家长自己
要战胜自我。有的家长在孩
子遇到困难时,不是鼓励他自
己克服困难,而是立即代劳。
宝妈杨月明说：“我家孩子已
经 13岁了，我知道孩子应该独
立克服生活中的小困难了，坚
持自己做事。但是每次下定

决心后，只要孩子一哭闹,我就
立刻心软而‘妥协’，依顺孩子,
从而前功尽弃。”有道是“人间
没有不凋谢的花，世上没有不
曲折的路”。父母要教育孩子
坦然面对挫折的时候，也要有
毅力和耐心，慢慢引导孩子把
挫折看做是前进道路上必经
关口，从而增强其心理的韧
性。要知道困难和挫折是人
生的一部分，接受它，就是接
受成长。父母要认识到孩子
一生中不遇挫折是不可能的，
要让孩子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必须对孩子进行挫折教
育，在适当的环境下放开手

脚，留给孩子一个生活自理的
空间，让他在摔倒中逐渐增强
抗挫能力，并在一次次磨炼中
一直保持积极心态，形成做事
执着的品质。否则，没有克服
困难、抵抗挫折的勇气，孩子
一遇到逆境就容易产生消极
反应、垂头丧气等情况。

那么，作为家长具体应该
怎么做？可以从两个方面做
起。首先，身教重于言传。父
母对待挫折的态度和行为会潜
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态度和行
为。父母要成为孩子的“顾问”
和他们学习的榜样。比如，向
孩子讲一讲自己在工作和生活

中也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时
自己又是怎样解决的，并始终
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不
在孩子面前持有抱怨、消极、颓
废等负面情绪。其次，可以引
导孩子多读一些伟人、名人传
记，让他们从书中感悟到人生
就是不断战胜困难、战胜挫折
的过程。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
绔少伟男。”磨难和挫折最能锻
炼人的品质与意志，也是孩子
成长必不可少的经历。对孩子
进行挫折教育，让他们更好地
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和挫
折，学会自强自立。不经历风
雨，怎能见彩虹？要想让孩子
见到“彩虹”，家长就应该让他
们迎着风雨勇敢前行！

培养孩子克服困难的勇气

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很很
多家长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多家长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
陪孩子学习陪孩子学习，，做辅导员的工做辅导员的工
作作。。几乎每位家长都有过陪孩几乎每位家长都有过陪孩
子写作业的经历子写作业的经历，，很多家长为很多家长为
此感到焦虑此感到焦虑，，甚至有脾气不好甚至有脾气不好
者还时不时地朝孩子发火者还时不时地朝孩子发火。。其其

实实，，良好的教育不良好的教育不
是强行灌输知识是强行灌输知识，，
而是让孩子沉浸而是让孩子沉浸
其中其中，，展开探索之展开探索之
旅旅，，开始思考的过开始思考的过
程程。。从心理学的从心理学的

角度看角度看，，所谓高效学习所谓高效学习，，从来不从来不
是填鸭式的灌输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让孩子而是让孩子
独立自主地探究学习独立自主地探究学习。。

所谓自主学习所谓自主学习，，是指在学是指在学
习上主动而不是被动习上主动而不是被动；；自觉而自觉而
不是盲目不是盲目；；自立而不是依赖自立而不是依赖。。

产生自主学习的欲望产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增强学增强学
习的自主性习的自主性，，为今后的成长为今后的成长、、学学
习打下强有力的基石习打下强有力的基石。。

但对一部分家长来说但对一部分家长来说，，如如
何帮助孩子自主学习何帮助孩子自主学习、、让孩子让孩子
自己在学习的战场上勇敢地自己在学习的战场上勇敢地

““战斗战斗””是一件很难掌握的事是一件很难掌握的事。。
很多家长喜欢陪孩子学习很多家长喜欢陪孩子学习，，但但
是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就那就
是孩子的依赖性变强是孩子的依赖性变强。。家长陈家长陈
雪说雪说：“：“每当孩子哭喊着不想学每当孩子哭喊着不想学
习的时候习的时候，，我只能强制他学我只能强制他学
习习。。要和孩子的学习要和孩子的学习‘‘保持距保持距
离离’’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尤其当孩子表现尤其当孩子表现
得没有耐心的时候得没有耐心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这是因为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孩子对学习的积极性

不高不高，，但作为家长也不知道应但作为家长也不知道应
该怎么做该怎么做。”。”

要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要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
性性，，就必须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就必须提高孩子对学习的
兴趣兴趣。。要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要提高孩子的学习兴
趣趣，，先要使孩子尝到成功的滋先要使孩子尝到成功的滋
味味，，让他有成就感让他有成就感。。有的孩子有的孩子
学了老半天觉得没啥提高学了老半天觉得没啥提高，，就就
放弃了放弃了。。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成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成
就感就感，，孩子才会觉得学习乏孩子才会觉得学习乏
味味。。家长要多鼓励家长要多鼓励，，对孩子的对孩子的
出色表现和取得的好成绩出色表现和取得的好成绩，，父父
母不要吝啬使用赞美之词母不要吝啬使用赞美之词；；对对
于孩子的过错于孩子的过错，，不要过于批评不要过于批评，，
因为过多地批评会让孩子情绪因为过多地批评会让孩子情绪
低落低落，，而犯更多的错误而犯更多的错误。。表扬表扬

为主的方式对提高孩子的学习为主的方式对提高孩子的学习
兴趣也有一定的作用兴趣也有一定的作用。。要使孩要使孩
子对学习产生兴趣子对学习产生兴趣，，父母必须父母必须
做孩子的榜样做孩子的榜样，，让孩子知道父让孩子知道父
母很喜欢看书母很喜欢看书，，求知欲很强求知欲很强，，并并
且不断地学习且不断地学习。。在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
中中，，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孩
子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有子养成自觉学习的良好习惯有
着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着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

叶圣陶先生说过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什么是
教育教育，，简单一句话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就是要养
成良好的习惯成良好的习惯。。因此因此，，家长应家长应
坚持不懈地在培养孩子学习坚持不懈地在培养孩子学习
自主性上多下功夫自主性上多下功夫，，减少孩子减少孩子
的过度依赖的过度依赖，，逐渐培养孩子对逐渐培养孩子对
学习的兴趣学习的兴趣，，在独立完成家庭在独立完成家庭
作业和认真检查等方面作业和认真检查等方面，，
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习惯。。

让孩子有学习的自主权

是孩子不独立，还是家长不放手？

尊重孩子独立思考的意愿

培养孩子作决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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