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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做‘有毒’的父母”

分享会现场，夕子为现场观众读了

《与生共渡》中一封来自苏北农村学生

的来信：“‘家’这个字对我来说等同于

‘吵架’……我记得自己最开始的时候，

会害怕、会哭，到后来我已经可以冷眼

旁观了，或者在他们吵得惊天动地的时

候，悄悄出去，在家旁边的小路走上一

遍又一遍，直到战火停歇……我不敢尝

试恋爱，对婚姻持保留态度，也许会独

身一辈子，我不想带来一个和我一样不

幸福的小孩。”

对于这样的学生，夕子表示：“我总

试图鼓励这样的学生，虽然无法选择最

初的出身，但可以选择对它采取何种态

度，这是我们拥有的自由。我们可以选

择走出来，选择改变，选择行动。你随后

的人生、恋爱，那都是你的，不是你父母

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它们是什么样

子的。”她还以自己为例来开导这样的

学生，“我也是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中

长大的。我从对原生家庭的反思中，获

得了很多类似于‘教训’的东西，辨识出

了哪些是我日后要竭力避免的。这些年

来，我感到自己早已经走出来了，无论

爱情还是婚姻都发

展成了我曾经憧憬

的样子”。

从原生家庭出

发，夕子在现场谈

到，“你现在就是你

孩子原生家庭中的

一员”，由此强调了

夫妻关系对孩子成

长的影响，她神情专

注，语气诚恳地说

道：“请做一对恩爱

的父母。如果爱，请

深爱。如果不爱，请

分开，及时止损。”

夫妻间的相互

尊重与鼓励、共同分

担育儿责任、保持良好的沟通方式，都是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的关键。若夫妻能共

同分担育儿的重担，多付出的一方就不

会积累怨念，就不会将怨气投射到孩子

身上。“当我辅导孩子作业，濒临崩溃的

时刻，孩子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

‘你去厨房喝口水，我来。’我会感到幸好

还有个轮替的，不然可能要对孩子动手

了。”夫妻若能成为彼此精神的依靠，那

么在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能保持情绪

的稳定。

夫妻之间要学会表达爱意，在日常

生活中，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贴心的问

候、一份小小的礼物，都能让对方感受到

爱与关怀。夕子曾多次在中小学的家长

会讲座中建议：请晚上尽量赶回来，一家

人一起在灯下温馨地吃晚饭，放下手机，

一边吃一边交谈，和你的伴侣保持眼神

的交换。她分享了一次在餐厅的经历：隔

壁桌也是带孩子的一对夫妇，他们各玩

各的手机，除了和孩子偶尔说上几句，两

人没有任何对视与交流。“我跟先生说，

好怕以后我们会变成那样。我希望，吃饭

时我们的脸上仍能看得到欣赏和爱意。”

她认为，对于孩子而言，餐桌是最好的课

桌，家是最好的学校。

孩子是家庭中的一员，他们能够感

知到父母之间的爱情。当父母彼此相爱

时，意味着他们会相互尊重与鼓励，乐于

与对方分享生活点滴，始终对彼此保持

关注与关怀，并且能够相互包容。在这样

的家庭氛围中，孩子会耳濡目染，逐渐习

得爱的能力。

“请培养一个整体的人”

夕子展示了书中收录的一封女生来

信，信中体现的自我认同感缺失极具代

表性：“曾经，我身上最令人自豪的是我

的成绩，除了成绩好像一无是处；如今进

入名校，成绩不再是优势，我完全不喜欢

自己。”

这种“分数至上”的评价体系正在挤

压生命的多元可能。夕子对比自身乡村

成长经历：“童年时的我知道稻谷如何

生长，了解鸡鸭习性，村庄里的婚丧嫁

娶给了我最初的生命教育和死亡教

育。”而现代孩子普遍过着“学校  家

庭”两点一线的生活，来自历史专业的

一个女生写道：“我的中学时代，最大的

梦想就是能毫无负罪感地在窗边发呆

一个下午。”折射出学业压力对生命空

间的严重挤压。

学习只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远非

全部。做父母的，要培养的是一个整体的

人，而非学习机器。因此，父母对孩子的

关心，应是整体的。夕子分享了自己与孩

子相处的经验，每天晚上，她都会与孩子

进行一场雷打不动的   分钟睡前聊

天。在这个柔软的时刻，他们会谈论新

闻、趣闻、见闻，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孩

子会在这个时候敞开心扉，与她交流学

校里的点点滴滴，而她也能借此机会了

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引领他的成长。

不仅如此，夕子还强调要带孩子去

广阔的世界里体验。她建议家长不仅要

多带孩子去参加户外运动，亲近大自

然，还要多带他们参与各种劳作、去菜

市场买菜、看话剧、听音乐会、逛街巷、

去博物馆和科技馆、去美术馆看展、去

做公益……与真实的人群发生链接，积

累他们对真实生活和周遭的体验。同时，

也应允许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让

孩子在兴趣中找到快乐和自信，让兴趣

成为他们繁重学业生活中的“气孔”，让

他们拥有喘息的片刻工夫。

“做总能给予孩子自信的父母”

“有些孩子回家只想躺倒，不是身体

累，是心累。”夕子展示了一组典型场景：

英语默写未通过、作文被点名批评、月考

失利、体育测试不达标———这些持续的

挫败感正在消耗青少年的心理能量。她

回忆在一所中学听课时遇到的一个男

生：“他成绩相貌均属中等，却因肥胖、长

痘、缺乏特长而自称‘废物’。”这类自我

否定的背后，是青春期特有的自卑感与

“高光时刻不足”的叠加效应。

“母亲对我的相貌和身材的一些负

面评价，一直笼罩着我的整个青春期。我

因为觉得自己不美，课间都不愿出教

室。”夕子黯然谈及自身经历。“现在看照

片才发现，当时的胶原蛋白多么珍贵，却

因缺乏鼓励而封闭自我。”她特别指出，

上一代父母受限于时代条件，多在物质

层面尽力却忽视精神指引，这种“教育遗

憾”需要在下一代养育中得到修正。

“养育孩子就像照镜子，能看见自己

成长中的匮乏。”夕子的自我反思引发在

场家长共鸣。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有个“自我同一

性”的概念，同一性问题是青春期人格发

展的核心。按埃里克森的观点，它是一种

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

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家庭

是塑造孩子早期自我概念的重要场所。

请每天都夸赞你的孩子，每天都让他的

自信多一点。”

她分享了自己夸赞孩子的做法。孩

子读幼儿园时，她会在孩子入睡前，一边

轻轻抚摸孩子的脸，一边告诉孩子：“你

就是妈妈想要的孩子，理想中的孩子。”

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让孩子感受到巨

大的接纳，从而建立起自信。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夕子每日都会夸

赞孩子表现出色的方面，同时也让孩子的

父亲扮演“夸父”的角色。她始终认为，应

尽己所能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这些综合

素养涉及健康的体魄、必备的生活技能、

乐观宽容的人生态度、诚实正直的品行、

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充分的自我认同感、

对时间与生命的珍视等等。而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处处蕴含教育的契机，在生活实践

中相机而教，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这

是父母相比于教师的优势，也是家庭教育

的本质与特性。

当她最后说道：“孩子是上天赐予我

们的礼物，愿我们都能怀着感恩、珍惜的

心陪着我们的孩子长大。”在场的听众无

不动容。

“  月   日，乐开书店（今潮 8 弄店）弥漫着浓郁的人文

气息，苏州大学教师彭彩霞（笔名夕子）携教育纪实力作《与

生共渡———一个教师的十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

“做一个长期主义者”为切口，将   年间与     余名大学

生的对话、与   岁儿子的成长博弈，浓缩成一场叩击人心

的分享会。

在夕子看来，教师是孩子人生的“阶段性乘客”，而父母

才是注定“共度余生”的引路人。她以双重身份观察和拆解教

育迷思：当夫妻在餐桌前各自刷手机时，孩子感知的是情感

联结的断裂；当家长用“废物”定义孩子时，青春期的自我认

同正悄然崩塌；当分数成为衡量生命的唯一标尺时，那个“想

在窗边发呆一下午”的女孩，正在学业重压下失去感受世界

的能力。这些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教育误区，被她用案例与理

论编织成网，让在场听众猛然惊觉：所谓的“长期主义”，就是

尽己所能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也即那些能让他受益一生的

做人做事的态度与能力，不论他以后能考取何种学校、从事

一份怎样的工作、与谁相处。（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杨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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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彩霞在大学校园 "新书分享会现场

"彭彩霞'右二(与她的学生在一起

"彭彩霞与孩子睡前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