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方式

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将您
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本报“教
子有方”栏目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邀请专
业心理咨询师或资深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疑解惑，
给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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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分析

家长：你好，我是一个13岁女儿的妈妈，我的女儿非常优秀，成绩在班级排第二名，在全
年级位居第20名，独立、有思想、能力强。女儿对从小带她的外婆很好，看到外婆带表弟表妹
会主动帮助她做家务，让外婆开心，也非常热心帮助老师和同学。但是我还是对她平时的行
为不满意，老觉得她存在对自己要求不高、做事拖拉、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太强、不懂包容等问
题，认为她这样就会没有朋友。老公却说我不关注女儿的内心，对外人很好，对自己的女儿很
苛刻，只有指责和要求。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该不该用自己的阅历判断孩子的
行为，或者用自己的标准教育孩子？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作文秀

家长该不该
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孩子？
专家观点：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
给她一个自由安全的空间

“慎独”是什么？“慎独”是人生自我
完善的必修课，也是检验人道德的一块
试金石。越是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人越
容易原形毕露、放任自流、得意忘形，因
此君子倡导“慎独”。“慎独”需要坚守自
我，需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谨慎从事，
不做违德背理之事。“君子慎独，不欺于
暗室”就是告诫我们，自觉地道德提醒，
自我约束，即便在无人监管之下，也照
样安分守己。

朱熹曾说：“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
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
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
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
外，粗精隐显，无不慎之，方谓之‘诚其
意’”。表里如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尤其在当下则更为突
出。所以，要想过得心安，必要以“慎
独”来约束己身。

即便在网络之中，我们也需持慎
独以律己。当今的网络可以说是一个
相对没有约束的空间，在此空间中，有
各种开放的新闻评论、文章跟帖，各种
网友讨论泥沙俱下，“人肉搜索”漫天
飞……我们每个人处于其中，可以是
言论的接受者，也可以是言论的发布
者，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既要擦亮
双眼，识别其中的谣言，以防被其蛊
惑；更要遵守相应的网络法规，谨慎发
表自己的言论。

把“慎独”落实到生活中，看似好像
很难，但我们生活中也并不缺少这样的
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无私才
能无畏，无畏才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古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工作严
于律己；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
会反省自己，检索自己；而今的全国劳
动模范，他们的勤恳敬业严于律己，都
是“慎独”的最好诠释。

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以上
这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可能他们过
的生活没有别人好，甚至比一般人还
差，但他们至少问心无愧并且乐在其
中，恪尽职守，严于律己是对他们的最
好评价，他们同时也是“慎独”的真实
体现。

我们是法治社会，这是社会进步的
一种必然趋势，往后的社会必定会更加
完善地建立于法律的基础上。我们每一
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名成员，唯有遵守道
德底线，遵纪守法，即使在无人监管下也
能严于律己，以“慎独”为绳，约束自己，
才能让自己的心灵见光，才能在阳光下
自由地奔跑，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美好，自
己过得心安，乐在其中，问心无愧。

作者：珠海市实验中学高一（8）班
桂名泽

指导老师：王忠容，中学语文高级
教师、广东省第五批省名班主任培养对
象、珠海市先进教师、珠海市名班主任
工作室主持人、珠海市名班主任。

教师点评：该文以独到的眼光与视
角，阐述当今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
言论的接收者，也可以是言论的发布者，需
要“君子慎独，不欺于暗室”，做到“慎独”，
才能问心无愧，才能“心安”。文章有时代
感和责任感，文笔娴熟，难能可贵。

（本报记者王晓君 整理）

慎独而心安

珠海幸福树心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首席心理咨询师张珂宁：这
位妈妈你好，感谢你将反思倾诉给
我。

做妈妈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职
业，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最大的
特点是不能辞职。为了孩子父母都
操碎了心，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家
庭的核心问题。在孩子的养育上，
很多父母忙着做生意或工作，孩子
生下来就丢给了外婆、奶奶或者保
姆带。但妈妈是不可替代的，没有
妈妈爸爸的陪伴，孩子的内心会产
生不安全感。在孩子成长的早期，
更需要与父母的连接。这种连接是
一种深度的交融，从心里自然地流
淌。不仅是语言，还有亲吻、微笑、
眼神和拥抱，每个细小的回应都表
达了爱的连接和交流。这些不断重
复的连接，便产生了依恋关系，让安
全感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安全性
依恋关系。如果一个人总是害怕、
担心、恐惧，没有安全感，那么最核
心的原因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安
全性依恋关系没有良好形成。孩子
小时候与妈妈是共生的关系，母婴
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开始。如今，很
多年轻父母生了孩子后让老人带，
有时候放在老人身边，有时候又接
回来，来回反复，在孩子幼小的心里
产生不安全感和被抛弃感。这种感
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压抑到
无意识当中。

身为母亲，既有无私奉献、慷

慨、谦逊的一方面，也会产生占有
欲、控制欲。我们在孩子的不同发
展阶段，需要学习了解孩子的心理
发展规律，用心去感悟和理解，用心
去跟孩子交流，试着站在孩子的角
度去看问题，给她一个自由安全的
空间。每个妈妈都是从孩子走过
来，在生命的旅途中经历过不少的
故事，这些故事里形成了自己的一
些观念，也会自动地在生活中呈现
出更深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呈现，让
我们进入深刻的反思，并看见内在
的自己，这些反思、感悟给予我们提
醒，明白了如何与孩子相处，孩子身
上的很多问题其实也在唤醒父母，
跟随孩子一同成长是父母重要的课
题。

说到优秀，什么样的孩子算优
秀？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家庭对孩子要求也都是不
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个家
庭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都是希望
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将来比自
己更幸福、更有能力、更能体现自身
的价值。有些家长特想让自己的孩
子能成为“人上人”，或者成为“人尖
尖”。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世上
这样的人有多少？大多数人都是普
通人，普通人难道就不是优秀的人
么？如果连普通人都做不好，怎么
去做“人上人”？我们需要思考一下
我们为什么生孩子？我们想让孩子
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教育目标是
什么？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每
个孩子身上都留有父母的烙印，每
个孩子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孩子
的教育从古自今，流传的教育宝典
很多。我们的教和育，在《说文解
字》中有表述，“教，上所施，下所效
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我们对下
一代的教育目标，就是对其德性的
品质培养，怎样做人，如何为人处
世，拥有一颗感恩之心。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我们还要更加尊重孩
子个性、天性的培养和发展，让孩子
在一个自由安全的空间中活出自己
的精彩。而现实中，我们过多的看
重分数、排名，用此来衡量一个孩子
是否优秀，用排名来竞争，给孩子极
大的压力，对成长发育中的孩子来
说，这个竞争是残酷的，因为名校就
那么几所，能上的名额很有限，难道
进不去名校的孩子就不优秀了吗？
在我接触到的现实个案中，有很多
孩子就有这样的逻辑：考不上前五
名的中学，我就上不了前五名的高
中，上不了前五名的高中就上不了
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我就不是一
个好学生，我的将来就不能成为一
个优秀的人，我也就不可能成功。
孩子为此焦虑、不安、抑郁，过大的
压力让孩子身心受损。

在教育面前，这个世界自古至
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亘古不变的
是：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体，美好
的品德，感恩的心态。

（本报记者王晓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