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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式教育不仅会培养出弱能
孩子，还可能培养出逆反心理极强
的孩子。面对父母的强权式教育和
高压政策，孩子心里不服气，不愿意
就范，就像一个皮球，被拍打得越用
力，就蹦得越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受
到了不公正待遇，受到了精神虐
待，他们就要反抗。他们以自己的
方式反抗父母，有的顶撞父母，有
的离家出走，有的沉溺网络，有的

伤害父母，有的结帮拉派、违法犯
罪、危害社会。

强权式教育的弊端很多，它把
孩子推向了父母的对立面。对立情
绪一旦形成，孩子对父母的教育就
会全盘反对、全部拒绝。这样，无论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合理与否，孩子
都不再乐意接受，都会产生不同程
度的排斥和反抗心理。

比如，父母督促孩子好好学
习，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可结
果往往令家长大失所望。这是因
为，家长的教导、告诫加进了强制
的成分，包含了“任务”的因素。孩
子们把学习当成了为父母完成的

“任务”，产生了一 定 的“ 苦 役
感”，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心甘
情愿了。看看我们周围学习成绩
优秀的孩子，哪一个是在父母的高
压下成为优等生的？难怪有的孩
子说：“叫我努力学习，没门儿！我
才不上你的当呢！反正是为你们
学的。”

实践表明，大多数孩子的厌学
情绪都是父母逼迫的结果。那些看
似大大咧咧、对孩子学习过问不多
的父母，孩子学习成绩往往比较优
秀。这样的父母，不一定能给孩子
以有效指导和正确引导，但起码不
会强制孩子做事，不会给孩子拉倒

车，这样的家庭有一定的民主型教
养元素。

“不管是最好的管。”这句话蕴
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不管并不是
对孩子放任自流，而是对孩子进行
人性化管理，给孩子一定的成长空
间，给孩子一个民主、宽松的成长环
境。让孩子既胸有大志，又自由自
在；既蓬勃向上，又心情舒畅；既有
所追求，又健康快乐。只有这样，孩
子才能尽情地张扬自己的个性，充
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放飞自己的理
想，活出自己的风采。

所以说，培养优秀的孩子，必须
避免强权式教育。

为人父母者，要确定这样的观
念：对孩子而言，我们不是上帝，不
是救世主，我们主宰不了孩子。孩
子不是我们的个人财产，更不是我
们的附属物。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受法
律保护的社会人。孩子有权利获得
应有的尊严，孩子的人格和我们的
一样需要尊重。

父母要认识到，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主观因素，不应强迫别人接受。
一个人不可能改变另一个人，包
括自己的配偶和孩子。我们只能
用自己的知识、修养、智慧、人格

来影响孩子、熏陶孩子、感动孩
子。我们只能给孩子提醒、暗示
和启发，而不能用强制和压迫的
手段。

平等待人的父母，不会有不
听话的孩子。如果你的家庭教育
已呈现出不和谐，如果你的孩子
有一定的对抗情绪，如果你的孩
子已经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
果你自己因教育孩子而心力交
瘁，那就请先你反思一下自己，然
后向孩子找原因。如果父母的言
行里没有了强制和强迫，也没有了
监督，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开明、
信任和认可，是协商和征询、理解
和尊重，是关心和爱护、帮助和支
持，那么，我们的孩子还会抗拒
吗？

要影响，不要灌输；要引导，不
要教导；要推荐，不要推销；要唤
醒，不要征服。摒弃强权式教育方
式，采用民主型教育手段。我们不
要总想在孩子心灵阵地上插上自
己的旗帜，而应该播种自己的思
想。旗帜是可以拔掉的，思想的种
子却会在孩子心灵中生根、发芽，
孩子会在合适的时候按照自己的
方式蓬勃生长。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
己》贾容韬 著）

12日下午2点28分，当四川省
地震局台网中心速报员陈银发现一
部分仪器被震坏时，他还知道这次
地震非同寻常。5分钟内，地震三要
素——时间、经纬度和震级被快速
测量出来，并报给国家地震局中国
台网中心。电话不通，地震局局长
吴耀强和副局长王立分别带着简报
赶往四川省委和省政府。

官员们已聚在一起开会，简报让
他们知道了需要救援的大致方向，但

这个信息太简单。省长蒋巨峰前往
地震局了解详情，同时联系成都军
区，让陆航团的直升机作好准备。

震后一小时，省委书记刘奇葆
出发，准备取道都江堰前往汶川。
他在路上接到温家宝总理的电话，
但没讲多久信号就断了。在他的车
队前面一点，四川省军区副参谋长
向怀树在越野车里不停地发送短
信。震后40多分钟，他接到了军队
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
令：不要坐等，立即出发，边走边
报。在路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
德上将直接负责和他联系。

危机处理的诀窍——先作反应，
再作决定——这一次体现得十分到
位。和灾难现场恐慌的人肩并肩站
在一起，这能让他们尽快镇定下来。

空军接到总理专机飞行任务的
时间是12日15时12分，起飞之前，
他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准备时间。
十几名部长和副部长从北京等地赶
往机场，16时40分飞机起飞。

救援指挥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与幅员同
样辽阔的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没
有常设的全国巨灾救援体系，只能成
立临时指挥机构来协调原有的行政
力量应对灾难。经过1998年的长江
抗洪和2003年的非典事件，各个行

政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大幅提
高，分别建立了应急处理预案。但
是，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巨灾，在综
合各方面力量时，除了决策者的意
志，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分配运用还
需要极高的专业技巧，这对每个指挥
者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新华社摄影记者姚大伟看到，
机舱内气氛紧张，温家宝坐在桌前，
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又透着焦虑。
他摊开一张四川省地图，与随行的
部长们研究部署救灾方案。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空
中成立，温家宝为总指挥，下设八个
功能组，这几乎就是飞机上的部长们
所辖部门的翻版。功能组直接对应
政府各行政部门，这能有效保证部门
内资源调动。不过，各自为政的行政
管理条块所带来的隔阂，使得一些跨
部门的关键工作出现指挥空白，临时
救援体系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会议很快结束，姚大伟和中央
电视台摄像王威留了下来，温家宝
对他们说：“我要发表一个电视讲
话，让大家不要恐慌，下了飞机就要
播出去。”随行的新华社文字记者李
斌第一时间看到了画面，听到温家
宝说：“同胞们……”他的心猛地一
震。这个不会轻易使用的词显得异
常沉重，它提醒全国人民，现在是手

挽手站在一起的时候。
温家宝乘坐的专机于19时15

分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他的空中
讲话在10分钟内传送完毕，这成了
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最后
一条新闻。总理以超乎寻常的速度
抵达灾区，这让很多人既欣慰又担
忧：这场灾难会有多严重呢？

载有温家宝的车队在晚上9点到
达都江堰公安局门前的指挥大棚。
此时全城断电，整个都江堰市漆黑一
片，温家宝走进幸福大街人行道上的
这座大棚坐下，他的椅子后面是一条
小水沟。雨越下越大，沟里的水也越
流越急。水沟后面是公安局大楼，顶
端的铁塔天线已经从半截折弯倒下。
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人，大部分都站
着，刘奇葆打开电脑开始汇报。灯光
亮度明显不够，温家宝翻阅地图和文
件时，工作人员为他打着手电筒。风
很大，地图不时被掀起，有人拿了几瓶
矿泉水压在上面。刘奇葆讲着，军队
和武警的高级军官们不时补充情况。

汇报过程中又发生地震了，地
面在摆动，桌子也在晃。大棚里的
人没受影响，继续汇报。虽然大棚
在一条繁华的街道边，但匆匆而过
的市民都不知道这里正召开高级别
的救灾会议。 （摘自《汶川地震
168小时》张良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