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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自我评价对一个人的成
长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帮
助孩子建立良好的自我评价体
系呢？我给家长朋友提出如下
建议——

第一，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
要让孩子有良好的自我评价体

系，父母首先要无条件地接纳孩
子，无论孩子表现怎样，都要如
此。爱一个完美的孩子，每一个家
长都能做到；爱一个不完美的孩
子，好多家长做不到。

有一个家长说：“孩子表现优
秀，我当然爱他；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爱得起来？”这哪里是爱孩
子？这是极端功利的想法。这个家
长并不知道，孩子表现不优秀、不可
爱，是他没有被接纳、被认可，是缺
少关爱的结果。优秀的孩子都是父
母用爱心浇灌出来的；最不可爱的
孩子，往往是最缺少关爱的孩子，也
是最需要关爱的孩子。

第二，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
光点。

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这个世
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一位教育专家也说过：“你能
发现孩子身上十个优点，你是优秀
的父母；你能发现孩子身上五个优
点，你是合格的父母；你发现不了孩
子身上的任何优点，你是不合格的
父母。”

孩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
品，为人父母者要有一双艺术家
的眼睛，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善于发现孩子的独特之
处。要把眼光盯在孩子已具备的
能力上，要善于发现孩子每天做
对的地方，并及时把父母的感受
传递给孩子。

“这种思路只有你能想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复杂的

事情，你一会儿就搞定了！”
“你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全班

朗读，妈妈脸上很有光。”
“你给妈妈讲的海伦·凯勒的故

事，让妈妈感动了好几天。”
“你做事那么有条不紊，使用

过 的 东 西 总 能 放 回 原 来 的 地
方。你给妹妹做出了榜样，爸爸
好感动。”

一个孩子如果能经常得到父母
这样的肯定，受到父母这样的赞
许，那么他就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
里，会发扬光大，强项更强，也必定
会越来越优秀。

第三，永远不对孩子说泄气话。
“气可鼓而不可泄。”不少家长

不知道给孩子鼓劲，而是专拔孩子
的气门芯。听到家长的泄气话，孩
子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再也弹
跳不起来了。

和孩子说话，一定要管好自己
的嘴。对孩子说的所有话，一定要
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要深思熟虑。
容易产生副作用、致使孩子泄气、
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话一概不说。
很多家长并不知道，正是自己信口
开河的一句话，对孩子造成了消极
影响，让家庭教育陷入了被动局
面。“祸从口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
家庭教育。

第四，谨防语言利剑伤害孩子。
现实中的父母，没有不爱孩子

的。如果有人拿小刀在孩子身上
划出一道印子，即便没有出血，家
长也会和他急，甚至会和他拼命。
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家长天天往孩

子心上捅刀子，自己却麻木不仁。
几乎有一半的家长经常对孩子

这样说话：“你真笨，这么简单的事
情你都做不好！”“你看人家××，
什么都比你强！”“我前世造了什么
孽，生了你这么个不长进的东西！”

“就凭你这样的学习态度，将来就
是个捡破烂、扫大街的料！”“哭什
么哭，冤枉不了你！”“给你说过多
少次了，你就是不长记性，难道你是
猪脑子吗？”

这些话真是太恶毒、太有杀伤
力了。父母这样对待孩子，孩子怎
么能健康成长？父母这样评价孩
子，孩子怎么会有积极的自我评
价？看看我们的孩子，哪个不是遍
体鳞伤？令人费解的是，伤害孩子
的竟然是口口声声爱孩子的人，竟
然是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大量的事实证明，对孩子伤害
最多、最深的，往往是他们的父母
等亲人。因此，也有理由相信，父
母等亲人给予孩子的正面评价，
能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积极影
响。所有的父母都应该用一颗宽
容、欣赏的心，帮助孩子在家庭中
建立起良好的自我评价体系，为
他们的人生之路打下坚实的基
础，也为他们的生命之火存储巨
大的能量。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在岷江东岸，被九寨药业和都
汶高速公路征用大片土地以后，枫
香树村的土地已经不多了。除了在
山顶春天坪的村民三组，二组很多
二三层高的房子几乎是贴着山脚而
建的。与它们平行的，是靠着岷江
的一排老平房，这种地形让村民在
地震时几乎无处可逃。

山坡最先开始震动，大片泥石
和树木一起快速下滑，它们包围和
摧毁着遇到的所有东西。一块近两

百吨重的巨石从山上滚下，一路砸
倒房子和树，留下一条霸气十足的
通道，最后从董毅海家的房顶滚过，
一头扎到村中公路上，停在董家的
房前。被大石头扫荡的是董家的三
间厨房和一间正房，开过餐馆的董
家在厨房里存放有大堆的桌子板凳
以及冰箱、电饭煲、消毒柜等。董毅
海后来去查看，厨房里的东西被砸
得“成了一堆渣渣”。

小一些的石头没有这么威猛，
但一样能致命。它们轰隆隆地砸向
后墙，或者从窗户飞进来，穿堂入
室，从屋子里把大门堵得严严实
实。住在沿江平房里的人也不安
全，那里靠江太近了，一些人被房屋
倒塌的气浪直接推进了岷江。

在九寨药业新车间的正对面，
药厂七层高的老制剂大楼向前倾
倒，扑在公路上，将路完全隔断。这
栋楼已经弃用，不过，它旁边的膏药
车间里聚集了不少女工。晓梅和工
友当时正在更衣室，十几个女工在
这狭窄的地方围成一团。楼房垮塌
了一层，但小房间保护了她们。晓
梅担心妈妈，想出去，却被工友死死
抓住了，外面的世界可能比这个小
房间更可怕。

晓梅和妈妈素琼是藏族人，12
日这天是藏历四月初八，按习俗要

放生。素琼买了一盆鱼，中午念经
后和女儿到河边将鱼放掉了。此
时，这位母亲在不远处的宿舍楼里
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她觉得老天爷
看到了她们放生那盆鱼的善举——
那栋楼房里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
来。素琼从二楼往下跑，刚跑出门
楼，旁边一栋五层宿舍楼垮塌了，冲
击波把她推出老远，她重重地坐在
地上，骨盆受伤。楼上的预制板碎
块砸下来，她的鼻子被砸出一条长
长的口子，血流不止。

药厂退休职工袁全华夫妇带着
外孙住在“吹走”素琼的那栋五层宿
舍楼里，他早就知道这两栋一下雨
就漏水且有20多年历史的房子不
大可靠。中午，他把外孙送到小学
后就在路边看人下棋，他再也没见
到在宿舍里休息的妻子。这些不合
格的楼房并非不宣而战，但它们的
警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在收费站上班的年轻人，更多
的是凭运气活了下来。在收费亭的
苟思被吓傻了，呆站着一动不动，管
护队员徐小宇冲进来拉着她向办公
室狂奔，进去后用肩膀顶着柜子躲
藏。办公室是临时性的两层简易板
房，它并不安全，一块几十吨重的石
头飞过来，板房二楼的一部分就消
失了，但它好歹能挡住小的石头。

在另一个收费亭的蒲骏林逃出
时还带上了抽屉里的2610元钱，他
一直揣着这笔钱直到回成都后移
交。

不过，要说冷静，谁也比不过副
站长王桂东。当其他人还在躲避飞
石时，他拿出手机，调到视频模式，
对准他们拍摄起来。一名女收费员
不停地哭喊着，指着山说：“那边的
石头又下来了！”他边拍边安慰她：

“小妹不怕，小妹不怕。”
冷静，是逃生最重要的素质。

在收费站对岸的江边，老街村一组
62岁的王学文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
地。他所处的位置就是骑游队原本
想通过的岷江西岸，这一边的山体
垮塌更为严重。当时他正站在河边
整修沙场，石头飞下来时，河滩开始
下陷，沙场也沉到了江里，但他一点
儿也不惊慌，而是利用河堤形成的
一小段安全地带，低头让石块从头
上飞过，同时还要躲避垂下来的高
压电线，那线离他只有“尺把远”。
一个惊慌失措的人是做不出这套组
合动作的。

未来24小时，老街村的两百多
人以及在收费站的几十人，还将继
续受益于王学文的镇定自若。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
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