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儿，是一个宽泛的话题，如果要谈经
验、方法、技巧、具体案例，别说一本书，即
便是千万本，也不能穷尽。 每个人、每件事
都是那样具体而鲜活， 实际情况总是处于
无穷的动态之中。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片树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经验和方法
可以直接借鉴。 教育，尤其如此。

因此，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本书时，要
读懂的不能只是这些经验、方法、技巧、案
例本身，而是要看到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和
思想。 说到理念和思想，似乎有点虚无缥
缈 ，我认为 ，有两个关键因素彰显着一个
人的育儿理念 ，那就是 “角色定位 ”和 “亲
子关系”。 谈教学，必须给“师生关系”一个
清晰的定位，一切教学都是从师生关系出
发，并反作用之，育儿亦然。 作为父母，首
先要明白，孩子对于父母意味着什么？ 父
母在孩子的生命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与孩子应该建立
一种怎样的关系？ 当这些问题都一一清晰

之后，接下来，才是方法和策略的问题。
《把孩子温柔地推开 》一书的作者付

小平用大量案例告诉我们，孩子不是父母
的私有财产 ， 我们要让孩子成为自己的
“原创作品”，而不是父母的“复印件”。 在
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他不可能依靠别人，
很多时候只能依靠自己，他没有任何捷径
可以走，只能和我们一样，一步一步、曲曲
折折地走向成熟。 而父母呢？ 在付小平看
来，家长就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个观察
者，更多的是为他们的成长鼓掌。 育儿的
最终目的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的
人，而不是父母的附属品。 既然最终要走
向独立 ，那就越早越好 ，从幼儿园甚至更
早就要渗透这种思想 ， 去尝试着让孩子
“独立”。

我想，这种观念，目前大多数家长都是
认同和接受的， 并且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努
力。 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独立？ 如何拿捏
好一个度？ 作为一个 3 岁孩子的妈妈，同时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教育媒体工作的人，每
天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碰撞中摸爬滚
打，我发现，不管有多少教育理念和相关的
知识储备， 当面对一个具体的情境和一个
具体的行为时， 自己的洞察力和耐心仍然
一次次面临着全新的严峻挑战。 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不可
复制，教育亦不可复制，教育的魅力在此，
挑战也在此。

当你疑惑或者束手无策时，很渴望能
看看他人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作为一
个父亲的付小平，结合当下家长在育儿方
面存在的普遍困惑和问题，记录了大量鲜
活的案例 ， 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 ， 并在
“把孩子温柔的推开” 这一理念的统帅之
下，告诉家长怎么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一个
独立、自主、负责任的孩子 。 40 多个育儿
话题 ，其实并不新鲜 ，几乎是每个孩子成
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沟沟坎坎。 面对一
个只有几岁的孩子 ， 家长该怎么做到信

任 、尊重和放手 ，这是能不能让孩子独立
的先决条件。 孩子上学了，如何在成绩和
成长之间取舍和平衡，成绩和成长对孩子
意味着什么， 二者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
这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爱孩子，是父母的
本能，但怎么爱他才是对的？ 这是一个奥
秘颇深的课题。如果不能把孩子当做一个
和自己平等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去耐心地
品读和凝视，就不会对他内心世界的种种
感受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 这样的爱，势
必就会产生偏差。如果一时拿不准该怎么
教育 ，那就什么都不要做 ，也许这才是最
好的选择。

一个孩子的成长， 不可能按照成人的
意愿去改变轨迹，我们能做的，就是爱、陪
伴和必要时的帮助，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
己。 爱，不是占有，而是推开，父母，是孩子
人生的发射塔和降落台， 给他足够的能量
助推他早日远走高飞， 并在必要时让他回
来加油。

□ 史 莉

数字“8”的故事
游戏时间到了， 孩子们陆陆续续来到

各自的游戏区域，准备进行游戏。
忽然，从飞行棋区域传来了一声尖叫：

“你不是这一组的， 这是我的位置……”循
声望过去， 只能有 4 个孩子参加的飞行棋
游戏桌上，竟然坐着 5 个孩子。

我们明明只为飞行棋这一组制作了 4
张游戏卡，怎么变成了 5 张？ 我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到游戏牌子处， 让他们从自己的名
字口袋中拿出自己的游戏牌子。 其他 4 个
孩子一一拿出了游戏牌子，轮到号号了，只
见号号用小手从左边第一个开始往右边
数，数到第 8 个口袋时，他停住了，从口袋
中取出了一张“建筑区”的牌子，并且极委
屈地说：“老师， 不知道是谁把我的牌子换
了。 ”看着他无助的目光，我顿时明白了一

切：号号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如果当着很多孩子的面指出号号不认

识名字的事情， 他一定很伤自尊。 想到这
里， 我对其余 4 个孩子说：“你们的游戏牌
子放得都对，你们继续进行飞行棋游戏吧，
我和号号玩。 ”

我拉着号号的小手带他来到午睡房
间 ，并轻轻带上门 ：“号号 ，你认识自己的
名字吗？ ”“我的名字太难写了，我不喜欢
自己的名字。 ”“那么你为什么把游戏的牌
子放在第 1 排第 8 个位置呢？ ”“我不是坐
在第 8 张椅子上吗，我就把牌子放进那个
口袋中了 。 ”“可是那是兰兰的名字口袋
啊 ， 你把游戏牌子放在兰兰的名字口袋
中 ，兰兰一看不是自己想玩的游戏 ，她就
把你的牌子拿出来，换上了自己的建筑区

的牌子，而这一张飞行棋的牌子又被红红
拿走， 你就成了没有放牌子的孩子了，怎
么办呢？ ”

号号想了想说 ： “我去找红红要回
来。 ”“那么你每一次游戏都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你每一次都要和别人要回牌子吗？ ”
“怎么办呢？ 我不认识自己的名字，妈妈给
我起了这么难写的名字，真坏！ ”孩子错把
责任归因到妈妈身上 ， 这不利于他的成
长，要教会号号学会面对困难。 “这不怪妈
妈，每一个妈妈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起一
个既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你的名字很好
听，但是你没有学会写，这没有关系，我们
来想一个办法吧。 ”

号号低着头苦苦思索着。
“号号，你不是坐在第 8 张椅子上吗？

现在有一个和 8 有关系的好办法了。 ”在我
一步步的启发下，号号茅塞顿开：“老师，你
帮我在我的名字上面写一个 8，我就不会找
不到了。 ”这可真是一个好办法。 当孩子想
不出更好的办法时， 教师的引导就显得非
常必要。

我和号号来到名字口袋处， 并让号号
自己在“号号”的名字下面用笔添上了一个
“8”。 这样一来，号号解决了不认识名字的
问题。

幼儿教育不是鼓励孩子们认识多少
字，学会几首古诗，而是要教会孩子能用乐
观向上的态度积极地面对困境， 帮助孩子
学会通过自己的思考，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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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开设首批免费男幼
师班

为了缓解广西学前教育幼师
资源紧缺、尤其是男幼师稀缺的现
状，今年 6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
厅发布消息称，今年秋季学期将首
次实施两年制学前教育免费男生
定向培养计划 ， 招收并免费培养
100 名男幼师。日前，这 100 名男幼
师学生已入校报到。

作为广西幼教事业的大本营，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担
了此项培养任务。 自治区教育厅的
研究数据表明，当前广西幼儿园教
师男女性别比例约为 1∶300， 清一
色的“女阿姨”有时不仅让家长、孩
子“审美疲劳”，也不利于幼儿性格
发育。 目前很多幼儿园对“男阿姨”
有需求，可惜供不应求。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长袁旭表示，学校结合学前教育
人才培养标准和男生生理心理特
点等制定男幼师培养方案，已将这
100 名男生编为两个班精心培养，
相信两年后他们会就业无忧。

（中国青年报）

海南残疾儿童将接受免费
学前康复教育

记者从 9 月 14 日召开的海南
省残疾人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上了解到，过去 5 年，海南省财政
投入残疾人项目资金 21395.21 万
元 ，2012 年的投入与 2008 年相比
增加了 7.6 倍。同时，海南省还重视
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育，计划
多种渠道加大投入，实现残疾儿童
接受免费学前康复教育。

据了解 ，过去 5 年 ，海南建立
了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制度，
实施 0 至 6 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项目，组织实施重点康复工程和
康复服务，5 年来，共有 6.5 万名残
疾儿童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海口晚报）

□ 陆 意

带孩子旅行
的四重意义

很多大人会有这样的疑惑， 幼儿对于
旅行的记忆到底会有多少？ 其实，即使是破
碎零散的回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都会
给他很大的能量。

给孩子探索世界的机会

尽管孩子很有可能不会记得去过哪些
地方，但透过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他们能够
学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 外面的吸引
力其实很大，带我家“小人”出行，面对陌生
的环境，她常有问不完的问题。 在路上，她
总是不停地东张西望， 沿路看风景对她来
说如同发现新大陆。 比如看到紫色的花、小
船上的渔夫、池塘里的鸭子，都让她在不知
不觉中积累着生活的经验。

和女儿一起坐飞机时， 她会仔细地看
着窗外，光是研究窗外的白云，就足以让她
浑然忘我。 有时，我们会给她带上纸和笔，
让她把路上观察到的画下来，画里有新奇，
有快乐。

每次出游， 我都能感到孩子的改变，
从原本的怕水 、要大人陪同 ，到现在自如
地在岸边戏水，收获自然是满满的。 孩子
在探索的同时锻炼了多种能力。 记得一次
回国时 ，我们带她坐江南小船 ，女儿突然
掰着手指数数 ， 我们好奇地问她在做什
么。 原来，她在数自己都坐过哪些交通工
具 ，从此 ，她慢慢认识了很多可以 “移动 ”
的方式。 每次玩完回到住处，我会让她讲
讲当天玩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玩了些什
么。 孩子的记忆力很好，每次她都兴奋地
给我描述自己眼里的世界， 不仅细致，还
用到了很多新的词汇。 如“漂亮的花”、“雨
哗哗地下”。 说不明白的地方，还连说带比
划，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

培养孩子的好品格

我们希望借助旅行， 让女儿学会遵守
规则，培养她良好的人格和品质。 旅行，也

让她有更多的机会面对不同的考验， 学着
长大。 比如有时候在路途中，女儿的作息会
因为意想不到的情况而被打乱， 事实证明
她的适应能力很强，就连以前认床的毛病，
也改变了很多，如今，就算在船上她也能很
快进入梦乡。

除适应之外，女儿还学会了配合。 带女
儿去迪斯尼乐园，每一个主题公园都很大，
来之前我会和她拉勾勾，鼓励她自己走，不
要我抱。 女儿很配合地点点头，一路上她牵
着我的手， 很少叫嚷着要我抱。 更重要的
是，在行程中孩子体会到，眼泪不能解决问
题，要有一颗勇敢而乐观的心。 遇到事情，
要坚持面对。 有一年夏天，我们带孩子去看
泉城七个阶梯状的瀑布， 在通往瀑布的路
上，有好多级台阶，这对她来说还真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可是女儿却在一根棒棒糖的
鼓励之下，勇敢地向前走，手脚并用，最终
爬完了台阶。 在身体力行中，孩子学会了坚
持不懈和对自己负责。

培养孩子的参与意识

旅行中，孩子不仅是跟随者，更是参与
者，参与的同时，孩子学会了沟通交流，更
锻炼培养出独立的个性。 每一次出行，我会
尽量让孩子融入其中。 先从准备入手，通常
我会让女儿自己背背包， 看起来她俨然就
是一个小小背包客。 力气再大点时，就让她
自己拖小行李箱，即便只有一点行李，也会
鼓励她自己学着打包。 这时，女儿会学着我
的样子，装好东西，等待出发，那种感觉如
同一个小大人。 通常带孩子旅行，很多时候
只是父母在策划出游路线， 没有孩子的参
与。 其实等孩子到了三四岁，在旅行前，就
有很多功课可以和孩子一起做， 不需要多
深入，至少让孩子感受参与所带来的快乐。
回来后， 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旅游的回
忆，孩子小时不会记得全部事情，但片刻快
乐的回忆也是很深刻的。

出发前， 我们会和女儿一起摊开地图

寻找所在地的地理位置， 或者和她一起转
动地球仪， 了解具体的方位， 找到目的地
后，让她用颜色笔标出来，并与她一起分享
明信片上的风景照片， 好让孩子对她要去
的地方有个大概的了解。 例如有次计划带
女儿去水族馆， 为了让孩子有充分的心理
准备，我给她看动画片《海底总动员》。 当看
到片中可爱的小鱼尼莫时， 女儿对于旅行
的期待也更近了一步， 也更能享受旅行所
带来的快乐。

旅行是父母对孩子的最好陪伴

平日里我和先生都是上班族，即便周
末宅在家里，大人也要做家务或忙自己的
事情 ，而带着孩子去旅行 ，是属于全家人
的快乐记忆。 只有这个时候，不用去在乎
身边的琐事，把所有的时光都给家人。 在
这段时光中 ，什么都不用想 ，只管好好在
一起 ，孩子真的完全拥有了父母 ，并一起
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回想和女儿一起

度过的日子 ：享受美味的早餐 ，阅读故事
书，在海边堆沙，捉萤火虫，我们从中感受
到了女儿的开心和安心。 所以，旅行的行
程不需要排得很满，放空脑袋，放慢脚步，
体验当下的感动。

旅途中父母对孩子的观察， 一定比在
家里要专注百倍。 有一次和旅行团出发，一
路上非常颠簸，女儿有点害怕了 ,爸爸似乎
一下子察觉到了什么， 使劲把女儿抱在怀
里，安抚着她的情绪，女儿一下子有了安全
感，最后依偎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

孩子的心让我们变得柔软， 每次玩完
之后回到住所， 我们会指指胸口， 说我爱
你，女儿则很自然地说，我也爱你们，之后
便踏实地睡去。 看到这些情景时，我真的无
比快乐。 旅行中我们用心给她的爱，她都知
道，也都感受到了，也特别愿意向我们表达
她的想法，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所在！

（陆意，1997 年留学美国，毕业于科罗
拉多州立大学，现定居美国科州。 ）

推开，才是真的爱
———读付小平的《把孩子温柔地推开》

□ 本报记者 马朝宏好书共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