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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受伤了吗

□ 王国平
幼儿的安全感与信号反映

视教育 11平

最近，一部 80 后育儿话题大戏《小儿难养》正在热播，
在剧中，曾经的独生子女现在也开始为人父母，为孩子的
养育问题与老一辈展开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确实，
作为 80 后的年轻父母和祖辈父辈教养孩子的观念已明显
不同，这不仅表现在要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更
重要的是还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大的保护。 然而，事实
是，他们甚至分不清何为保护不够，何为过度保护。

他们因保护而受到伤害

作为见过各种各样孩子的北京芭学园的教师们，他们
经常在感叹着， 不明白人们到底为什么把孩子养成这样？
芭学园园长李跃儿讲述了这样几个例子：

一个宝宝不会规避任何可能伤到自己的东西，他会对
着桌子横冲直幢，好像没看到桌子一样，直接就撞到上面
把腿磕青了。 但是按照幼儿成长发展规律， 孩子在出生 9
个月就具有了判断危险的基本能力， 为什么这个孩子在 3
岁之后还无法判断生活空间中再熟悉不过的物质属性呢？

一个宝宝摔倒了，他摔倒的时候，两只胳膊贴着身体两
侧而没有伸出来支撑身体。 人在摔倒时会反射性地伸出手
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这是本能，但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为什
么会如此摔倒呢？

有一个玻璃器皿在一个宝宝的面前打碎了，一个宝宝
却像抓棉花一样去抓，手上立刻流出了鲜血，宝宝不知道
手被扎破后冒出来的红色液体是什么东西，在好奇心的支
配下，竟没有感觉到疼痛，也忘记了哭泣。

还有一个宝宝在玩秋千，却不知道要抓紧绳子，结果秋
千一动就掉下来了。 孩子一出生就有抓握能力，在他们认
为自己不安全时，他们会反射性地抓紧身边所有能抓住的
东西。 但是， 为什么这个 3 岁多的宝宝却不知道在晃动的
秋千上抓紧绳子呢？

这是为什么呢？
“孩子弄疼了自己会哭，这看上去很让成人受不了。原因

是我们自己很难受，难受了就不想再经历，所以就会把孩子
看得更加仔细，更加紧。 甚至孩子的正常探索和正常的肢体
行动都受到不恰当的限制和干涉。”李跃儿认为，人类是一个
功能结构的动物， 我们的任何一个功能一旦被我们使用了，
这个功能就会被激活，接着它就开始发展。 当我们意识到自
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后，我们就会为自己感到自豪，然后就会
更加快乐地使用这种功能。 当这个功能被使用的机会多了，
我们就变成了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人。如果我们的某些功能很
少被使用，甚至从来都未被使用过，那种功能就会变得钝化，
甚至会被我们自己“删除”，然后人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让孩子受伤，带来的只有痛苦和哭泣吗？ 其实，在幼儿
时期，孩子的个子和力量都很小，只要成人在场，孩子不会
伤得很重。 “弄伤”事件发生后，却带来了自己的经历。 在李
跃儿看来，这些经历才是最宝贵的，这些经历中包括：疼痛
的感觉、心理感受和体验、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经验。 这些都
是自然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它使孩子在成人的帮助下，成

长为一个拥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 而不是时时刻刻都需要
处在成人的保护之下。

长大不容易

一个 19 岁女孩，患上了忧郁和焦虑症，不能与他人维
持良好的“亲密”关系，经过心理学家仔细询问，发现这个女
孩的家庭从小给她灌输一种理念：只有父母才不会骗你，外
面的世界很复杂，不能轻易与人交往，免得上当受骗。 而这
个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所交往的每一个朋友， 都会被父母严
格审查。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许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一旦追
溯起来，都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

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王学富谈及， 做心理咨
询，常常会面对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心理障碍的背后是伤
害，而伤害又往往来自家人，其中大多是父母。为人父母，本
来是孩子成长的培育者， 结果却是经常在不经意间阻碍了
孩子的成长，而且许多父母对此都无觉察。

成长不容易，在王学富看来，它伴随着两种力量在内部
争战，这争战从生命孕育成胎、降生为人的时候便开始了。
争战的一方是躲避的倾向，表现为害怕受苦，追求舒适，要
求依赖；争战的另一方是成长的渴望，表现为人能够面对恐
惧，经历艰难与痛苦，从而获得成长，最终长成自己。 父母
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满足的是孩子内心那种回避痛苦，追求
舒适，要求依赖的本能，同时阻碍了孩子成长的渴望，以及
为了成长而进行的各种尝试。 而且，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
护，往往有正当的理由———“为了你好”，因而也给这种行为
本身加添了一层合理化的保护。 这样一来， 孩子只得接受
父母“为了我好”，对之无力反抗而又烦燥不安。

身为父母，总希望为孩子做得越多越好，总希望对孩子
进行更为周到的保护，生怕孩子受委屈、挨饿受冻，或者在
某一方面受到伤害。 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进行一定的保护是
应该的，但什么都有个度。 如果保护过度，就会起到反面作
用，如伤害了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使孩子缺乏一定的能
力等。

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
云晓在其所著的《有自由才有成长》一书中写到这样一则故
事，故事大意是说蛾子要从厚厚的茧里出来很不容易，有位
好心人就把茧铰开一个口，蛾子轻松地钻出来了，却无法飞
起来。 原来，蛾子在茧里一遍遍冲撞茧壳，它的翅膀不断充
血， 是为了逐渐增强自己的生命能量。 当它靠自己的力量
破茧而出的时候，它才能够自由飞翔。 在孙云晓看来，今天
的孩子就像那只蛾子， 而今天的父母就像那位好心人。 为
了孩子成长顺利，父母们在生活方面包办代替，在学习方面
费尽心机，甚至连课外时间也全部排满。 可是，如此好心真
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不止一次表示， 从幼
儿园到中小学现在都是保护过度，这造成孩子的体质大幅
度下降。 越不让他活动，他自我保护能力越差，运动能力越

差，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毫无疑问，人的成长是有规律的，教育的规律也必然要

符合人成长的规律。就像那只蛾子，它在厚厚的茧里撞得头
破血流，这是生命成长的必修课，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经
历。一个孩子的成长远比一只蛾子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
磨炼，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点滴处改变

如何改变家长过度保护的情况， 尤其是区别保护与过
度保护的界限。

一位从事心理专业的家长认为 ，当孩子认为没有父
母的帮助就不能应付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是需要改变的
时候了。 但是尤为重要的是 ，改变 ，不可以操之过急 ，很
多家长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然后发现 ，
改变无效，最终放弃 ，孩子依旧被保护 。 为此 ，一些家长
建议，改变可以从一个细节开始 ，比如早上穿衣 ，从部分
撤出到完全撤出父母的帮助 ，这个事情完成以后再寻找
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对于怎样让孩子学会自立， 避免过分保护干扰了孩子
的成长，孙云晓提出以下建议：1.不要替孩子做太多的事。
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大人一定不要替孩子做，即使孩
子做得不好，也要让他做下去。 2.给予孩子指导和鼓励。 在
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过程中，大人多给予指导和鼓
励。 教给孩子一些做事的方法， 在他们信心不足时给予鼓
励，不要因为孩子把事情做砸了而责备他，或剥夺他做事的
权利。 3.给孩子创造一些机会。 一定要让孩子多经历一点
儿，多摔打一些，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生存能力，让孩子
尝试着自己解决问题。试试看，当孩子问您某件事如何处理
时，对他说：“你自己试着做做。 ”

特别看重幼儿独立能力培养的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
也认为，动作教育是幼儿园日常生活练习的课程之一，其主
要目的是培养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 培养其责任感及良好
的生活习惯。

当然，更重要的是，家长必须明白，不管父母多么不愿
意看到孩子受到伤害，但是总要明白，人活着，不只要体验
幸福与快乐，同样，也要体会痛苦与悲伤。从这个意义上，家
长要敢于让孩子“受伤”，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事实上 ，一位 4 个月大孩子的 80 后妈妈 ，曾经这样
告诉记者 ，以前自觉自己特别懂教育 ，但是真正 “实践 ”
起来，真的很难。 当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所有曾经恶
补的育儿保健医疗理论都抛诸脑后， 首先在精神上就已
经成了失败者。 “只有为人父母之后才能明白，那种为儿
女的担忧与焦虑。 因此，对于那些过度保护的父母，更多
的是理解。 ”

正如没有完美的孩子一样，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孩
子的到来，使成人得以历练，得以成长。而我们要做的是，面
对自己创造的新的生命，给他们一个适宜成长的环境，从点
滴处开始改变。

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
层次需要理论中阐述，安全需要是第
二个基础层面的需要。 而对于幼儿，
特别是低幼学龄的孩子，除饥渴感外

的另一个重要的需要和反映就是安全感。
虽然感觉教育在蒙氏教育思想和体系中占有重要地

位，但其中主要谈的还是幼儿的直接感觉问题。 而安全感
是不同于一般的触觉、听觉、视觉以及嗅觉的问题，它是起
源于一般感觉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幼儿对于自己所处
的环境是否安全，往往会带有自身个性发出的一些不同的
信号。那么，作为教师便应该做到细心观察和发现，从孩子
的各种行为动作和心态流露，甚至微小的面部表情以及眼
神中去捕捉和判断。

许多刚入园的孩子或者又哭又闹，或者不吃不喝，或者
拒绝集体活动。这些现象如果仅从表面直接的判断，一般认
为是孩子来到了新的环境， 由于性格问题或过分依赖家庭
等因素，需要一个适应阶段。但若从幼儿心理的角度来深刻

剖析，可能还是要归因于幼儿对安全感的寻求上来。
特别是当今的独生子女家庭，那些“六一儿童”，即父母

和爷爷奶奶、以及外公外婆，以六比一的强势呵护一个孩子
的现象，难免使孩子缺少与其他儿童接触的机会和场所。 所
以，从适应性的心理建构上，自然就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拒绝接受和家庭不同的一切环境， 包括刚刚走进的幼儿园
环境。 其实，这本身就属于儿童的一种缺乏安全感和对安全
过于敏感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面对那些刚入园的孩子，带着怯懦
的目光躲在角落里，不敢走进其他孩子群体时，教师便需要
对这样的孩子以细心的观察，并耐心安抚，为孩子介绍一些
好朋友。 同时给予积极的心理疏导和爱的关怀，鼓励和表扬
孩子走进集体。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哭闹的孩子可能也是缺
少安全感的表现， 只不过向外界发出的信号形式与前者不
同而已。 这时也必须对症下药，努力用合适的方法，向孩子
传达一个信号，这里和家中一样，老师和妈妈一样，都能给
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还有一种是不会判断安全环境的情况， 或者说是对安
全不敏感。 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与什么人接触都能够适应。
我们姑且不去作形成性分析， 因为这些情况可能与孩子的
天性及婴幼阶段家庭环境都有关。 但问题是，这类孩子的问
题往往在幼儿园会被教师所忽视， 而且一般还会得到教师
的充分肯定，因为这样的孩子不会给老师的工作添麻烦。 然
而，若从社会教育的角度出发，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在
合适的情况下， 不失时机地对孩子讲一些与生人交往时的
安全性和自我保护问题。

需要指出，我们在此阐述的安全感问题，只局限于心理
活动和人际交流方面， 并非是指那些因环境对孩子生理形
成的安全威胁和隐患问题。 或者说这里谈及的不是简单的
安全问题，而是源于心理活动角度的一种认识，是需要用教
师的责任和经验， 通过孩子给我们发出的各种信号去发现
孩子的问题，从而给予合适的爱和教育。

（作者系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工作委员会理
事长）

《不一样的卡梅拉 》 系列
故事讲的是母鸡卡梅拉和她
的儿女卡梅利多和卡门的历
险故事 。 卡梅拉家族里的每
个成员都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
敢于幻想 ， 更敢于去尝试别
人不敢想的事情 。 书中充满
了惊险情节和法式幽默 。 当
然 ， 也不乏那些捧着肚子哈
哈大笑的段子。

卡门和卡梅利多这两只不
同寻常的小鸡， 他们坚定地认
为， “生活中肯定有比睡觉更
好玩的事！” 抱着这样的信念，
他们不想和大家一样整天待在
鸡窝里， 他们要离开鸡舍出去
探险！ 他们执着追求那些种群
中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去看
大海、 去摘星星、 去追回逃逸
的太阳……一路上处处坎坷 、
历经艰难， 友谊、 关爱、 勇敢、
智慧、 善良， 是他们的精神内
核和行为准则， 并最终帮助他
们化险为夷。

“男幼师？ ”“是的”。 “男幼师？ ”“是的”……记得第一次
去医院办幼师健康证的时候，每个检查项目的医生，见到我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男幼师？ ”

一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一年前，第一次走进幼
儿园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

在园长的安排下， 我来到了我在幼儿园的第一个班
级———小一班。 那天，孩子们正在学习英语，我也就有时间
去好好观察一下这帮即将成为我学生的孩子们。 当我仔细
留意他们的时候，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感觉———陌生。看着他
们打量我的眼神，我甚至有些紧张，以至于在接下来的自我
介绍环节中，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陌
生的感觉可能来自于担忧，担忧孩子们会不会接受自己，担
忧自己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但是也就在接下来的一刻，这种
陌生的感觉瞬间消失了，因为在我介绍后，小一班的老师说
了一句：“小朋友，给徐老师一个拥抱好不好！ ”我承认，这是
我平生接受过最疯狂的拥抱，20 多个小朋友一窝蜂地冲上
来拥抱你，甚至把你推倒在地下依然抱着你不放。 那一刻，
除了意外，我的心里还偷偷乐了一下，原来自己还是挺受欢

迎的嘛。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 小朋友们不停地在我身边转来转

去。可能由于幼儿园缺少男教师的缘故，男孩子看见我的到
来，都非常兴奋。 时而向我投诉其他小朋友，时而跟我聊他
们最喜欢的动画片……

就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度过了在幼儿园的第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我正式到大一班“上任”。从小班直接跳级到

大班，显得有点“着急”。但就是在这半年里，在领导和同事的
帮助下，我迅速成长起来。我开始渐渐懂得，教育孩子需要耐
心、爱心。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孩子也只会是一朵温室的花
朵。既然是男教师，就应该有不同于女教师的地方，因此在我
来到大班的第一天，就给大一班的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了十足
的“火力”。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在室内打闹，不但自己会脱离
集体，也会破坏其他小朋友的正常活动。为此，我不断跟孩子
们强调，当你们打闹的时候，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而大家出
去户外活动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 孩
子们对户外时间非常珍视，权衡之下，他们决定减少打闹的
时间。 嘿，别小瞧孩子们，只要将支配权交给他们，他们懂得

合理准确地利用。虽然比较严格，但是底线一定要坚守，那就
是不能出现伤害孩子的话语或体罚性的行为。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幼儿园这份工作了。或许在很多人
眼里，幼儿园老师无非就是跟孩子们玩玩，看看他们的安全
就行。而幼儿园也无非是个寄托孩子的地方。一个大男人每
天对着一帮小孩子，总觉得怪怪的。但是，我却要自豪地说，
幼儿教育，比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要重要。 3-6 岁是孩
子性格、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培养孩子形成一个健康的人
格和事物观念，幼儿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幼儿园就像一个家庭。 一个完整的家庭，有妈妈，有爸
爸。男教师在幼儿园充当的就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女教师给
予孩子们温暖与体贴，男教师给予孩子们勇敢与坚韧。或许
在孩子们心里，我们无法和他们的家人相比；或许在我们心
目中，不能把孩子百分百地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但既然
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好，不给孩子
们留下遗憾，不让他们在回忆这段时光时“皱起眉头”。

我爱你们，我的孩子们！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宝贝一家幼儿园）

男幼师？ 对，我是
□ 徐海鹏我是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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