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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
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提起家庭教
育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焦
虑”。2018年，她所在的北师大对
外发布了一份题为“全国家庭教
育状况调查”的报告，该报告对
全国近 20 万名四年级、八年级的
孩子及其班主任开展调查。结果
显示，八年级学生均感受到家长
对成绩有较高的期望，45.9%的四
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希望自己考到

“班里前三名”，42.7%的八年级学
生认为家长希望自己考到“班里
前十名”。

“我们的家长总以为孩子学习
好就好了！这样的出发点无疑是为
人父母的一片拳拳之心，但问题
是，当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只剩下学
习，还要求孩子在学习上做到‘超
常’，这时我们的孩子就可能变得

‘不正常’。”边玉芳说。
从事青少年研究工作将近 30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
首席专家孙云晓的感受和边玉芳很
像，他提起家庭教育想到的是“童
年恐慌”。

多年前，孙云晓就曾发出一个
呼吁：警惕童年恐慌。他说，童年
恐慌让生命难以生长，甚至扭曲、
毁灭。而儿童“童年恐慌”的背
后，其实就是“父母的恐慌”。

在他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条件
的不断改善，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在
增高，希望能给孩子提供最优质
的教育，但不同的家庭，对于优
质教育的理解有很大偏差。有的
家庭教育走了样，陷入家庭教育

“学校化”“知识化”的误区。其
结果是，家庭变成了学校，家长
变成了老师，关注点都在学习
上、技能上。

“这就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根本
宗旨和主要任务。”孙云晓说，家
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一个
孩子生下来既需要知识教育，也
需要生活教育。将这两个教育完

整地结合起来，相互支撑配合，
才会有一个健康、和谐、发展的
孩子。

那么，家长为何如此关注孩子
的学习，又如此焦虑？有人认为一
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一些学校老
师将批改作业、教孩子知识的部分
任务“转嫁”给了家长，家长在一
天的辛劳疲惫之后不得不面对孩子
和“繁重”的作业，难免心力交
瘁，产生焦虑情绪。

但在边玉芳看来，家长之所以
如此焦虑，如此在意孩子的学
习，更主要地在于他们总害怕孩
子未来没有出路，总以为孩子只
要学习好就好了，总以为孩子学
习时间越多，学习成绩越好，未来
的成长就好。

“深层次原因是家长不了解孩
子的成长规律，对孩子什么阶段培
养什么能力、什么阶段学什么、不
学什么缺乏认识，还有不知道孩子
的成长需求，也走不进孩子的内心
世界。”边玉芳说。

她以0到6岁的孩子为例，这
些孩子需要学习什么？“想想我们
0到6岁怎么成长，恰恰是自由地
玩耍，相当多的运动，才是符合
孩子成长规律的。”边玉芳说，
大量的研究证明，0到6岁的孩子
需要户外运动时间，其中 1 个小
时的体育锻炼，3 个小时的自由
玩耍。

在她看来，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有多方面的成长需要，他们要找
寻人生的意义、知道自己活着的
价值，他们有与人交往的需要，
要在人生的多个方面证明自己

“我能行”；他们首先是一个人而
不是知识的容器、学习的机器，
他们需要丰盈的生活，而不是“吃
饭”“学习”“睡觉”这样简单生活
的重复。

在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总校长
刘长铭看来，家长越来越多干预孩
子的生活，孩子就可能越来越缺乏

独立性，这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成年人总认为孩子小，总认为他
离不开家长，总认为孩子依赖家
长，使得孩子越来越依赖家长，
而家长越来越多地干预孩子的生
活，把大人的想法强加给孩子，陷
入恶性循环。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少家长
认为得到好成绩，考上好学校，才
是孩子的头等大事。等考完学再发
展兴趣，再做其他感兴趣的事情，
也不迟。因此当孩子的兴趣与家长
的愿望不一致时，多数家长会想方
设法让孩子服从大人的意志，或强
迫或利诱。

但在刘长铭看来，兴趣的产生
是大脑发育的结果，很多研究表
明，过了某个阶段兴趣会减弱，甚
至会消失。“所以我的建议是，只
要孩子兴趣是健康的，我们就应该
鼓励。没有兴趣的人生是索然无味
的，当学习证书成为人人共有的共
性以后，兴趣和特长就成为一个人
社会存在的价值。如果你有了独特
的社会价值，也就不存在和别人的
竞争了，也就不会产生焦虑了。”
刘长铭说。

在他看来，不少家长的焦虑，
是唯恐孩子在技能方面被“别人家
的孩子”赶超，认为被别人超过

了，就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其实家
长需要考虑的不应该是孩子是否输
在起跑线上，而要想想孩子在1万
米、两万米以后会不会掉队，在
10 年、20 年后，还能不能顺应这
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和社会。

什么样的教育观最有利于孩子
的发展？孙云晓认为，毫无疑问一
定要从儿童实际出发，尊重儿童身
心发展的特点和个人具有的潜能。

在孙云晓看来，天才是选择了
适合他的道路，蠢才就是选择了不
适合他的道路。好的教育让人获得
自由、获得幸福、获得自己潜能的
实现，这是教育的本质。孩子是千
差万别的，潜能也是千差万别的。
儿童教育就是发现儿童、解放儿
童、发展儿童。

作为学者，边玉芳曾不止一次
地被问到“教育孩子有没有一招
鲜”，她的回答通常是“没有”。

“如果非要找一个出来，那么让孩
子成为一个正常人，比单纯成为一
个学习上的‘超常者’重要很多。
让他们有人的情感，对亲人有感恩
的心、对他人有恻隐之心；他们有
基本的生活感知能力、情绪调节能
力，抗挫折能力……以人的方式培
养孩子。这就是最大的一招鲜。”
边玉芳说。 据中国青年报

“不提作业母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

走出家庭教育的焦虑怪圈

“不提作业母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
“一些家长对孩子整天担惊受怕，只要孩子不学

习、不听话，就压不住火。”
“有的家长则开口闭口‘别人家的孩子’，不断给

孩子加压，似乎不给孩子报班，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
呼。”

“有的家长积极加入各种群，希望找到‘一招
鲜’，找到‘金科玉律’，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
家庭教育分论坛上，有关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的话题被
频频提及，这种焦虑背后暴露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消
除这种焦虑，成为与会专家学者探讨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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