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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
你的嘴，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
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
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每个孩子都是小天使，是上
天赐予父母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独一无二，弥足珍贵。天下没有不爱孩子
的父母，但爱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出现了偏差、爱错了方向、过了度，起
了反作用。天下没有哪个老师不想将自己的学生教育成为优秀的栋梁之才。
教育的形式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父母和老师都应该做孩子成长的引路人、守
护人、筑梦人。

家长不能把孩子放在温室甚至是无菌
室里，应该让孩子适当接受“风雨”的洗礼。
要让孩子明白，人生没有十全十美，更没有
永远的一帆风顺，凡事只要尽力而为不留遗
憾就好。

要让孩子学会不卑不亢。每个人都是
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要
相信自己，正视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无需自卑，要不骄不
躁，敢于正视他人的眼睛。自信不等于自
负。不卑不亢，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和错误
是自信，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是自负。人外
有人，天外有天。永远不要高估自己，更不
要低估别人。

家长过度的宠溺孩子，只会让孩子变得
自私自利，孤傲狂妄，目中无人，这样的孩子
倘若不加管教，将来走上社会是要吃亏的，
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众所周知的某明星
之子就是因为从小父母的娇生惯养和过度

溺爱，养成了许多恶习，也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暴露，经过收容教养一年，这个孩子的
行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在收容所出来不到
半年时，更加胆大妄地做出了不可原谅的错
事。这一次他触犯了法律底线，犯了罪，被
判了有期徒刑。这个孩子是天生就自带恶
习吗？肯定不是！这个孩子的诸多恶习以
至于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切皆因父母的
过度宠溺。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没有形成
正确的三观，更不知道是与非的本质区别。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知者无畏”。子
不教，父之过。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度
的宠爱只会让孩子恃宠而骄，横行霸道。

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家长要做孩子的一面镜子，以身作
则，起到表率作用，身教重于言教。家长要
做好孩子的家庭教育工作，只有为孩子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孩子才能
顺利长大成人，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没有不可爱的孩子 只有不合格的家长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
人、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
提出了“童年阴影”理论。他认为人们的创
伤经历，尤其是童年创伤经历，对生活有着
重要影响。童年的阴影会影响成年后的世
界观。他将人类的意识比作是冰山暴露在
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而潜意识则是冰山下
的一大部分。虽然潜意识是未知的，但它往
往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由于人们
的自我保护机制，这些童年创伤通常被压抑
在潜意识里。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它已经消
失了，但如果被什么东西意外触碰，就会跳
出来，让人感到痛苦，甚至失去情绪和行为
的控制。

一个性格开朗、阳光自信、待人友善的
孩子，一定生长在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他
们有家的温暖，有父母的关心和疼爱，更有
亲友们适当的夸奖和肯定。所以，好孩子是
夸出来的。

一个自卑忧郁或性格孤僻暴躁的孩子，
多数是因为家庭不幸福。他们没有家庭的

温暖，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关心疼爱，也极少
能受到夸奖和肯定。因此，这些孩子越长大
越缺乏安全感，久而久之，成长的路上就会
落下阴霾。

谁都无法苛求自己拥有一个完美的原
生家庭，但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好的自我。为
了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成为一个更好的自
我，归根结底，我们应该想办法弥补童年的
不足。那些在童年时期缺乏肯定和接受的
家庭成员缺少关键的“心理营养”。他们一
辈子都在不自信，不接受自己，都在寻找童
年时缺乏的肯定和赞扬。成为父母后，他们
甚至把这种缺失带到了下一代。

孩子童年的安全感将是他整个人生幸
福的源泉和宝藏。如果家长想让孩子的一
生真正快乐，在他成长的每一步都拥有取之
不尽的财富，那么就请给他一个温暖自由的
童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
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时期的安全感、满足感
将决定孩子未来的性格，童年很重要，请善
待每个孩子的童年。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 忧伤的童年用一生“治愈”

熊孩子，心理学定义为行为习惯养成不
好，以自我为中心，漠视他人权利甚至做出
反社会行为的儿童。既然是儿童，那么每个
熊孩子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纵容孩子的家
长。所以说，“熊孩子”本不“熊”。

好奇心强、淘气顽皮、求知欲和探索欲
强烈，对于正值热切与世界联通的孩子来
说，这并不稀奇，也绝不是什么毛病。但如
果这种好奇没有规则，这种顽皮不守规矩，
这种探索是以破坏秩序为代价的，那就可能
被称为熊孩子。在网络空间，“熊孩子”从一
个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被进一步标签为贬
义词，与其“斗智斗勇”之后的挫败不能不说
是原因之一。

每个孩子天生并不“熊”，就算“熊”也不
是一天养成的，但在“熊孩子”的背后都有可
能隐藏着几个熊“家长”。网络上对熊孩子
的“围攻”，其实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中熊大
人对孩子教养不当的愤慨。古有训“养不
教，父之过”。孩子“熊”，作为其成长最为重
要的家庭环境自然不可推卸责任。家庭教
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在孩子正式步入社
会之前，简单的是非对错，规矩原则，礼貌教
养，多半是从家庭中通过观察和模仿学到
的。

高铁列车上，熊孩子可能会爬上爬下，
一会弄到头发，一会抓到衣服，一会又踢到

身上……飞机航班上，熊孩子可能会又吵又
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因此，多数人外
出旅行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最怕遇到“熊
孩子”。

有教育专家说，没有难带的孩子，只有
还没有找到正确方法带的孩子，熊孩子也
是一样。也有专家给出了科学的教育方
式。角色互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家
时，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角色互换”的
游戏，帮孩子培养同理心。比如，让孩子扮
演一个成年人，父母扮演孩子，提前讲好游
戏规则，就可以让孩子试试熊孩子的滋
味。加入了表演成分，还能锻炼孩子自我
表达的能力！榜样的力量。家长想要孩子
不赖床不挑食，自己就得先做好。一个热
爱阅读的家庭，就算不逼着孩子读书，孩子
也会自发对书感兴趣。而一个用暴力解决
问题的家庭，就算你说这样做不对，孩子也
会无意识模仿。因此父母平时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尽量避免做在公众场合
大声讲电话这类事。

规则共建。在家里，父母可以与孩子规
则共建。但前提是规则对所有家庭成员都
适用，不可以只针对孩子。长此以往，就能
帮孩子建立很强的规则感。

“熊孩子”本不“熊”，只要用对方法，熊
孩子都会变成好孩子。

“熊孩子”本不“熊”

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
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
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
的。”幼儿教育事业就是叶的事业，是一
份用爱心为孩子垂下一地“绿荫”的事
业。

从幼儿园到小学，不是翻山越岭，
不是跳跃大沟深壑，也不是进入天壤之
别的生活，而是童年生活的一种自然延
伸和过渡。幼儿园和小学是相互衔接
的两个教育阶段，幼小衔接的质量对孩
子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面临这个重
要的转折期，家长们既充满了期待又满
怀疑虑。让孩子顺利进入小学，自信独
立地面对小学生活是关键。

儿童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幼儿园阶段是为孩子“送一程”，幼小衔
接要拉长前准备时间，也就是幼小衔接
从儿童刚入园时就应该开始。

关注儿童发展的基本特点，做好
“扶上马”的前期准备。依据《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尊重各年龄
段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发展需求，遵循差
异性原则，有序、连续地开展各个年龄
段的幼小衔接活动，而不是仅在大班做
一些阶段性、突击性的幼小衔接准备。

关注儿童的习惯养成，做好“骑好
马”的长久准备。“行动养成习惯，习惯
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深刻
地揭示了良好行为习惯对于人一生的
重大影响。而幼儿期正是培养良好习
惯的重要时期，注重这一时期各种习惯
的培养，是儿童将来顺利适应学校生活
并成功走向社会的重要基石，要为幼小

衔接做好长久的准备。
做好园内、园校教师联动教研，为

幼小衔接“送上一程”。开展幼儿园内
的教师联动教研。如大班组的教研，其
衔接主题研讨活动应更具针对性，而各
年级组之间的互动教研，则应该让全体
教师明白每个年龄段的主要任务。其
次是园、校之间的联动教研。幼儿园教
师要了解小学的作息安排、课程安排、
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小学教师也应亲
身感受幼儿学习成长，了解幼儿园的教
育教学规律，认识幼儿以直接感知、实
际操作、亲身体验获得经验的学习模
式。在此基础上做好后续的接站工作。

家长应该为孩子的科学教育“伴全
程”。家长作为儿童的监护人，在幼小
衔接工作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有家长积
极参与，科学陪伴，可以帮助儿童更好
地做好入学准备。

放平心态，减少焦虑。家长要了解
教育政策与规律，减少不必要的焦虑。
比如当家长明白现在的小学会“零起
点”教学，就不用担心孩子会因在幼儿
园没有学习拼音而跟不上班级学习进
度。教育是慢的艺术，家长要设置合理
的“最近发展区”，注重孩子学习习惯和
品质的培养。

学会放手，相信孩子。孩子的能量
无限大，家长要相信孩子，要有耐心，多
等待。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
养其独立性，增强其自信心。

做一片绿叶，呵护孩子的奇思妙
想。做一缕阳光，用温暖和挚爱照耀宝
贝前行。

做一片绿叶 守护祖国的花朵
——访西安区第三幼儿园园长 张静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要播撒阳光
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充满阳光、
充满爱。教育亦如此。教师是孩子走
上社会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引路人，作
为教育者，我们要守望温暖和希望，用
爱做有温度的教育。

打造优质教育环境。学校是学生
梦想起航的地方，最朴实、最纯粹的爱
就是打造一所高品质的育人环境，为
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发展筑基续
航。坚持“人本教育，全面发展”的办
学理念，打造“五个龙实”的发展方向，
持续在校园文化、教师发展、课程建
设、学生成长、内涵发展等方面完善提
升。旨在以标准化建设为基础，致力
于深化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肥沃的成长根基。
我们深知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学校坚
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在树立全面
育人的同时，保护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学习热情，从而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和
幸福感，让学习变成一件有意义、有挑
战的事情。

尊重学生发展规律尊重学生发展规律。。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
就是成就就是成就，，这个成就的载体就是老师这个成就的载体就是老师
手中的手中的““尺子尺子”。”。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
和自尊心和自尊心，，尊重他们的成长轨迹尊重他们的成长轨迹，，这才这才
是真正的爱学生是真正的爱学生。。学会用因材施教的学会用因材施教的
多把多把““尺子尺子””去丈量他们去丈量他们，，顺势挖掘顺势挖掘，，激激
活每个人身上的进步点和闪光点活每个人身上的进步点和闪光点。。出出
自真心地对他们去赞扬自真心地对他们去赞扬、、去肯定去肯定，，鼓励鼓励
其不断地去探索其不断地去探索、、去创造去创造，，让学生更多让学生更多

体验成功的机会，扬起自信的风帆。
教育根植于爱。师生情感就是巨

大的教育力量，把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洒
向每个学生，把关爱倾注于整个教育教
学过程，善于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呼声，
与他们进行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用爱
赢得学生的信赖。教师无微不至的关
怀、一视同仁的爱护，让每一个孩子都
沐浴在“师爱”的阳光里，既有母亲般的
关爱呵护，更有朋友般的鼓励支持。学
会用爱去内化学生的缺点，多点宽容和
安慰，让他们懂得自身的力量和价值，
激发孩子们成长的内驱力。

敬畏规矩意识的管理。在《管教
的勇气》一书中说到的，别在该“扎针”
的年纪，给孩子“吃糖”。最好的教育
一定是有管有教、有爱有罚。义务教
育阶段是学生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培
养学生的纪律观念，严格遵守琐细的
校纪班规，让学生逐渐形成知规守纪
的观念。严管与厚爱结合，规矩意识
的养成同时伴有批评教育，只有家长
对教师的理解、支持，让教育职能归
位，让教师管理在位，才能使学生不会
错位。家校联合、协同助力，才能形成
共育学子的爱的合力。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让我们以
爱为底色，一起做有温度的教育。有
了爱，就有了一切；播种爱，收获的不
止是成功，还有幸福与快乐！愿我们
用爱的力量使每一位龙实学子茁壮成
长，绽放绚烂的光彩！

守望未来 实施有温度的教育
——访龙山实验小学校校长 李远

——“六一”儿童节的反思

遵守交规小骑手遵守交规小骑手

勇敢的小萌娃勇敢的小萌娃

神勇的守门员神勇的守门员

看看，，我追上你了我追上你了

我不是温室里的小苗苗我不是温室里的小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