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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 家 长家 长

初中阶段是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
也是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期。初中阶段
所学的知识远远超过小学 6 年所学的
知识总和，初中阶段所学的知识将为高
中、大学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初中阶段，学生生理、心理都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家长要让自己跟得上孩子成长
的步伐，努力和孩子一同成长。

初中阶段的孩子是敏感的，家长一
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孩子的自信心。有了
学习的大目标、小目标，最终还是要落实
在行动上，而行动的过程中有自信为伴，
将会使孩子更易成功。

家长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不
要拿自己孩子的不足去比别的孩子的长
处。对待孩子，要慎下结论，不要随意给孩
子“贴标签”，说孩子这不行、那太差。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制约的，有什么
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
样的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个结
果又会使人对之前的观念更加坚信不疑。

有人进行过这样的对比，A和B两个

学生。他们的英语成绩都不太理想，但是，
因为观念不同，结果相去甚远。

A的想法是：“我记忆力不好，单词记不
住，英语想学也学不好。”于是，他在学习英语
时，马马虎虎、漫不经心。结果，他的英语成
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徘徊不前。于是，他更
加坚定了自己学不好英语的念头。

B的想法是：“只要我努力，英语一定能
学好。”于是，他在学习英语时非常勤奋，有
目标、有动力、有付出。结果，他的英语成
绩不断提高，达到优秀。于是，他更加坚信
只要努力就能学好英语的念头。

通过两个学生的对比，足见自信对学
习的影响是有多么巨大。

如果孩子不够自信，家长要努力帮
着孩子树立自信，家长对孩子的夸奖和
欣赏，是帮助他们建立自信的有效途径。

家长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的同时，要
注重对孩子品行的培养。真正的教育不
仅是提高一个人的能力，而且是要提高
一个人的德行。品德高尚的人，会是一
个处处受欢迎的人。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13日上午，教育大
讲堂举行第九讲。市
六中校长陈钢就初中
生家长面临的一些困
惑和问题作了题为《和
孩子一同成长》的讲
座。陈钢通过几则深入
浅出的故事，将一些智
慧的教育方法介绍给了
前来听讲座的家长。

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可为什么不爱学习呢？
针对家长的疑惑，陈钢分析，那是因为孩子在

学习的道路上目标比较模糊，出现了厌学情绪。
不少孩子喜欢盯着考试的分数看，看到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众多科目，感到学习任务
繁重，心中甚是恐惧、不安，其实，如果有了日常的
学习目标，就不会认为学习是辛苦的事情了。

成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家长要
帮助孩子确定具体的、可以实现的“看得见”的目
标，让孩子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美国人费罗伦斯·查德威克是一位游泳健
将，她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第一位女性。

1952年7月的一天清晨，加利福尼亚海岸
浓雾弥漫。从海岸以西21英里的卡塔林纳岛
上，查德威克涉水到太平洋中，开始横渡卡塔林
纳海峡的尝试。海上雾很大，海水冰得她身体发
麻，她仍然在坚持着。15个小时过后，她认为自
己不能再游了，就叫人拉她上船。护送她的人告
诉她海岸很近了，叫她不要放弃。但她朝加州海
岸望去，除了浓雾什么也看不见。十几分钟之
后，人们把她拉上船。上船的地点离加州海岸只
有半英里！

查德威克一生就只有这一次没有坚持到底。
两个月之后，不愿服输的她，再次挑战卡塔

林纳海峡。这一次，她不但成为第一个游过卡
塔林纳海峡的女性，而且比男子的纪录还快了
大约两个小时。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查德威克一生中唯
一的一次遗憾？她说，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她
在迷雾中看不到目标。

有了目标，人就会有清晰的方向感，就会为
实现目标而付出努力。

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目标的跟
踪调查报告。调查地点是一所小学。调查者让
小学生写出自己的人生目标。

27%的人没有目标。20年后，这群人生活
在社会的底层，收入不稳定，面临失业的危险，
婚姻不稳定，常常闹离婚。

60%的人目标模糊。20年后，这群人过着
相对稳定的生活，但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

10%的人有比较清晰的短期目标。20年
后，这群人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从事着工程
师、医生等高收入职业。

3%的人有清晰的长期目标。20年后，这
群人成为各自所在的业界精英。

由此可见，目标对人生有着巨大的导向作
用，选择了什么样的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和人生。

目标要“看得见”

自信有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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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来说，有了大目标，还需要有
小目标，否则，有的孩子会被大目标吓到，认
为目标难以实现而放弃努力。

1984年，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选手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

多年后，这名选手夺冠的谜底被揭开
了。原来，每次比赛之前，他都要乘车把比
赛的线路仔细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
标志画下来，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

比赛开始后，他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奋
力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
后，他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
四十几公里的赛程，被他分解成几个小目
标，于是能够轻松地跑完并夺冠。

刚开始，这名选手没有这样分解目标，
往往在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被前面
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后来，有心理学家根据他的说法做了说法做了实
验，证明这名马拉松选手的说法是科学、可

行的。
心理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完成目

标需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每前进一步，
达到一个小目标，就会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这种喜悦将推动人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去
实现下一个目标。

家长要学会帮着孩子分解目标。比如，
给上初一的孩子确立的目标是考上洛一高，
这个目标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有点遥远、
有点大，一部分孩子可能会被这个目标吓
住。

家长不要着急，先和孩子一起分析，考
上洛一高总分需要610多分，那么语文需要
考到多少？数学、英语等需要考到多少分？
比如说数学，需要考到100分以上，孩子目
前只能考到90分，那么开始分解目标，初一
下学期，努力让数学考到95分，初二上学期
努力让数学考到100分，初二下学期和初三
争取再多考5分……其他科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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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们换教室了，同
学没跟我说就把我板凳拿后面
去了，我不想坐在后面，那里紧
挨着门，总有人出出进进，写不
好作业。”下午去接女儿，她一
见我就满脸不高兴地说。

“不想坐后面就和跟你换座
位的那个同学说，换回来呗！”我
装作满不在意的样子说。

“妈妈，你帮我去说吧，我
怕他不跟我换，他正好跟他的
好朋友坐同桌。”女儿拽了拽
我的衣服央求道。

“你自己的事，自己去办，
别啥事都依赖妈妈。”女儿依
赖性特别强：想参加兴趣小组，
让我打电话跟老师说；跟同桌
闹矛盾了，让我从中调解……
老这样怎么行？不能总这么
惯着她了！

女儿听了，小嘴一撅，不
理我了。不理我也不帮，看你
自己想办法解决不！

第二天放学，女儿老远一
见到我就喊：“妈妈，我把座位
换回去了。”

我听了，好奇地问：“你怎
么跟同学说的？没耍小脾气
吧？”

“没有。我很温柔地问
他，是不是你把我板凳拿后面
的，然后说我不想坐在后面，
能不能换回去，他就同意了。”
女儿在我身边左跳右跳，沉浸
在成功的喜悦中。

“你看，没有妈妈帮忙你
自己也能处理好吧，以后遇到
什么事要学着自己去解决，老
依赖妈妈，你就要变成‘小废
物’了！”我说。女儿不好意思
地笑了。

其实，有时拒绝也是一种
爱。作为家长，要学会适当拒
绝孩子的求助，如果对孩子的
要求言听计从，孩子的依赖性
便会越来越强，诸如生活的基
本能力、勇敢果断等品质便得
不到锻炼与培养。

学会化大为小2

孩子上初中了，家长别错过了这个重要节点

□吕会香

拒绝孩子
也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