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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么了什么，在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德德歌德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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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杭州日

报》刊登消息，在杭州

市上城区，有9.3万名

家长正在“考取”一本“星级家长执

照”，等级从一星到五星。由于“星级

家长执照”工作受到多方“点赞”，杭

州市教育局将在全市推进“星级家长

制”的实践探索。杭州的“家长执照”

信息披露后，学校老师以及家有成长

期孩子的家长都纷纷发表看法。那

么，“金色池塘”朋

友圈朋友又是怎

样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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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假期，孩子们的一日三餐、文化补习，成为办公室妈

妈们工作之余的闲谈主题。有的紧逼围，视频监督；有的安插

长辈，遥控指挥；也有的行其计，听其言。

同事小张说了自己的育子攻略，她参加了一个青春期心

理教育群，群里经常举办青春期心理教育公益讲座，小张是忠

实的听课者、互动者。她学以致用，对儿子的教育，注重沟通、

引导和尊重。

儿子初三时，一个著名的演唱“组合”来沪举办演唱会，儿

子是“组合”里主唱的超级粉丝，心心念念想去现场看演唱

会。中考前学习关键时刻，这时候提出看一场演唱会，家长肯

定不赞成的，何况一票难求。小张看着儿子每天放学回家，盯

着门后“组合”偶像海报发呆，与其让他心神不定，不如满足儿

子的心愿。于是，她悄悄托朋友买来两张近千元的演唱会门

票，准备陪儿子一起去。

这天他们早早来到演唱会现场，想不到现场粉丝比肩接

踵，儿子在脸上、手背上盖上印有“组合”的蓝色印章，激动地

挥舞着手臂。小张受现场的感染，也盖上蓝色印章，儿子兴奋

地抱起小张原地转了起来。演唱会的现场，小张和儿子随偶

像一起唱、一起跳、一起挥动荧光棒。演唱会结束，小张和儿

子喉咙都哑了，但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到了快乐、满足和信

任。一场演唱会，带给儿子也许是一时的开心，但家长陪着他

一起追星，给予他的自信，也许是青春期勇于面对困惑的底

气。处在青春期孩子有时比较叛逆，只要家长多和孩子互动，

多点理解，多点信任，成为孩子的朋友，那就能和孩子快乐度

过青春期。

和儿子一起“追星”

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功

镜头一：前年5月29日晚上9点，河南洛阳某

影厅内，大家都在观影，一男孩走到银幕中央，不

断地用手拍打银幕，拍打时间持续了半小时，银幕

被拍得凹陷下去。当影院要求赔偿时，监护人以

“影院未提醒顾客银幕不可触摸及拍打，孩子身心

受到了影响”为由，拒绝赔偿。

镜头二：2013年，上海玻璃博物馆展出的一件

玻璃展品“天使在等待”，被“熊孩子”摇晃拉扯使

展品损坏，在拉扯展品的过程中，“熊孩子”的家长

居然全程在一旁拍照。七年之后，同样的悲剧却

再次上演。一件正在展出的玻璃城堡由于两个小

朋友在观展过程中翻越展区围栏，在追逐玩闹的

过程中撞到展柜，对该件作品造成了破坏，城堡的

塔尖倒塌、破碎，其余部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

位、破损。

镜头三：我所在的学校。某男孩进入小学后，

在学校不听老师的教育，上课时一直忙着做自己

的事情，下课时在走廊狂奔，看到同学踢一脚、打

一下。他听不得老师批评，一批评就耍赖，甚至还

有用拳头、书本敲自己头、撞墙等极端行为。孩子

的父母在外打工，自小由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

认为孩子小，顽皮很正常，也不和孩子的父母讲实

情。等到父母知道真相，再要教育，已经错过了最

佳教育期。

熊孩子就这样养成了。分析原因，可以找出

一大堆，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般来说，熊孩

子的后面都有熊家长。由于熊家长对孩子不加管

教，任由熊孩子无法无天，熊家长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是非不分，善恶不辩，甚至胡搅蛮缠。如此家

长，你能指望孩子将来能有多大出息？

刘 晖

熊孩子是怎样炼成的？
敏 婕

李文娟

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儿子幼儿园毕业时，正巧

赶上一家私立学校创办，他们到幼儿园来宣传，说

下课的铃声都是著名的乐曲，我心动了。没想到，

校长是数学老师出身，教学也偏重数学，而儿子对

数学却不感兴趣，进了学校，多花了钱不说，儿子

的学习始终在末位，最后被学校“赶”了出来。

虽说换了学校，但儿子的学习基础在那里，

更由于对考试的抵触，每次都是垫底。校长找我

谈话，要送他去工读学校。我和校长争论起来，

他仅仅是考试成绩不好，但他的品德好，动手能

力强，知识面也很广，小学四五年级就看霍金的

《时间简史》以及《易经》等书籍了，所以工读学校

是坚决不去的。在我的坚持下，最后妥协，以留

一级作罢。

中学毕业前，儿子说他想考中专。我从他学

习的实际出发，予以支持。结果，他在中专的四年

中，学习成绩稳步上升，还拿到了三次奖学金；尤

其是第四年，还得到了第一名。

后来，儿子去了国外学习。他在四年的学习

中，没有缺席一次课，也没有迟到过，还在二万多

名学生中，作为四十名成员，拿到了奖学金。他在

课堂上认真学习，认为老师讲得不对时，敢于和老

师争辩。老师很喜欢和他讨论，课堂上没有讨论

结果，还会让他到办公室继续。老师对他的评语

是：你不像是中国大陆出来的。

回顾儿子的求学经历，我深刻感受到，家长要

尊重孩子的选择，要从孩子的长处去发挥。儿子

的知识面较为广泛，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不善于应

对考试，有货倒不出来，最后选择中专，正是长处

得以发挥，也才有了今天。

从小要做“规矩”

上海人管教小孩有句口头禅——做规矩，我

家孙女也不例外。儿媳是师大教育学硕士，所以

做“规矩”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孙女一进幼儿园她妈就给她做规矩了。先学

刷牙、穿衣、吃饭，从力所能及的生活常识做起。

人不够高，就站在小板凳上，儿媳先握着她的手

刷，然后让她自己刷。衣服先帮她穿，然后让她自

己穿。儿子家里是分食制，吃什么吃多少自己夹，

到盘子里就得光盘。每天回家都要复述在幼儿园

学到的知识，临睡前看一下课程表，准备第二天的

学习用品。

做规矩关键是严格和耐心。一次全家聚餐，

孙女发“嗲”要老妻喂，儿媳不允。孙女耍起了小

“脾气”，老妻不忍，儿媳坚持，最后还是孙女败

下阵来。事后儿媳说，做规矩要严格，这个时候

不能向她“服软”，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刷牙穿衣

这些小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遍不行就两遍、

三遍，这是耐心。好规矩培养了孙女的自觉性，

进了学堂后，很多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都是自己

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让父母省了心。别看规矩

只有两个字，但包含了丰富的内涵。给孩子做规

矩除了孩子父母的决心，还要有我们长辈的积极

配合。

其实，家长们都明白做规矩的重要性，但往往

关键时刻掉链子，实行长臂管辖，弄到最后不欢而

散。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就先要做到。为人师

表才能立规矩、做规矩，培养出好孩子。很多家长

不知道该怎么做规矩，无从下手，我在想，要是能

把该要立的规矩列个清单，推广普及，对合格的发

个“文凭”以资鼓励，岂不善哉！

王 克

哲 俊

小林和妹妹是龙凤胎。上了小学，随着学科

内容的逐渐加深，妹妹成了“学霸”，小林却在各方

面都不太“成功”。爸爸妈妈感到很困惑：一样的

家庭环境、学校和教育，为什么兄妹的差距会这么

大呢？

小林是幸运的！爸爸妈妈没有总是把他和妹

妹做比较，一味责怪；也没有变本加厉地给他报各

种辅导班、增加作业，施加压力。他们先是冷静地

观察分析了小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觉得并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又充分地和班主任、任课教

师进行沟通，想从学习方法上给小林一些帮助，但

是都收效甚微。

就这样“放弃”小林吗？当然不是。爸爸妈妈

通过观察和沟通发现，小林虽然学数学很困难，可

是文科还是不错的，特别是美术老师对小林的字、

画赞不绝口。他们慎重考虑后决定，让小林学习

书法绘画试一试。后来小林自己回忆说：“虽然当

时还很小，但是当爸爸妈妈陪我在书法教室坐下，

当我拿起毛笔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安定了。”后

来的事实证明，爸爸妈妈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小

林的书法绘画水平进步神速，小小年纪获奖无数，

人越来越自信阳光，对学科的学习也没有先前那

么畏惧了。小林先是凭借不错的中考成绩和艺术

加分考进了一所区重点高中，后来又以文化课达

普通本科线和专业课全国前三的成绩考入了一所

一本院校。今年，小林和妹妹都考取了研究生。

其实，作为父母，不一定需要多么专业的育儿

知识，最最重要的是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大自

然完美的创造，既要严格要求，更要因材施教，

爱、理解和包容才是家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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