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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新闻受到关注：一
名深圳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时，
气得给了孩子一巴掌，导致孩子一
侧耳朵鼓膜穿孔。医生称，每年接
诊被爸妈打伤耳朵、鼓膜穿孔的小
患者有好几例，导火索都是辅导作
业。

“打骂式”育儿是家庭教育中
的普遍问题，轻则吼叫、咆哮，重则
动手、体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咆哮式”育儿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引发人们对“咆哮式”育儿违不违
法、家庭教育如何立法、父母要不
要持证上岗等问题的大讨论。

从家庭、社会和法律方面，如
何破解“打骂式”“咆哮式”育儿难
题？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心理学
专家和司法工作人员。专家建议，
将对父母的亲职教育纳入司法社
会服务，同时要发挥检察院法律监
督的作用，对过度的“打骂式”教育
提起家事检察，对父母进行强制教
育、训导。

有的打骂所致心理创伤
需一生疗愈

楼壮丽是浙江省义乌市人民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从
2013年起一直从事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打骂孩子致其伤残的案例屡
见不鲜。她在担任义乌市某小学
法治副校长期间，接触过这样一
个案例。

二年级男生小文(化名)在父母
的“打骂式”教育中长大，后来发展
成在学校攻击同学、破坏课堂纪
律。小文母亲很发愁，称小文在
幼儿园阶段就曾出现过攻击同学
的表现，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小
文讲道理，每次小文打了其他孩
子，夫妻俩回家就打骂小文。经
过诊断，小文患有多动症，需要
干预治疗。小文父亲暂停工作，全
天陪读。小文父母没有再打骂小
文，遵照医嘱，尽力为小文营造和
谐的家庭环境。

小文母亲坦言，过去她总以为
打骂是为了孩子好，现在她很后
悔、自责，应该对孩子多些耐心和
理解。

楼壮丽认为，父母对孩子寄予
厚望，自认为打骂孩子是出于教育
的目的，这也是为何辅导作业时父
母打骂孩子多有发生的原因。随
着时代变迁，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越来越平等，如今的父母普遍赞
同打骂孩子是不对的。然而，正
如一位母亲所说：“火上来了，还
是忍不住吼。”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婚姻
与家庭心理指导师、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李柏英认为，父母需要从深
层次认识到打骂孩子的危害。打
骂对孩子健全人格和良好人际关

系的破坏容易被忽视，有的给孩子
造成的心理创伤甚至需要用一生
去疗愈。

李柏英谈到，父母对孩子辱骂
多了，会不断内化成孩子的自我评
价，使其在人际交往中变得不自
信、畏手畏脚，也会导致其敏感、早
熟。在“打骂式”教育下，一类孩子
为避免被父母打骂，学会察言观
色、委屈自己、迎合成人的标准；另
一类孩子反抗、暴躁，把父母对他
的攻击转移到外面，攻击欺凌比他
更弱小的人。“无论是压抑还是攻
击，伤己还是伤人，孩子的情绪都
会不稳定，易冲动，不但影响其人
际关系，还会让他分心分神影响学
习效率。”李柏英说。

合力破解
保护孩子是全社会的责任

如何避免“打骂式”“咆哮式”
育儿给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李
柏英认为，从社会层面，一是要“有
地儿说”，提供社会公益心理热线，
孩子被打骂后有情绪可以有地方
疏解；二是要“有地儿去”，孩子若
赌气离家，应有安全的地方做“缓
冲带”，可以是朋友、亲戚家，也可
以是安全的社会公共场所。

李柏英给家长提供“三步法”
心理控制建议：第一步，感觉冲动
涌上来，先做深呼吸舒缓心绪；第
二步，问问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问
题；第三步，如果暂时没有好办法，
先离开现场。

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司法社
会工作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任文启

认为，父母有教育孩子的权利，但
所有的权利都有边界。如今，很多
旧的传统教育理念已经过时，新的
教养习惯没有建立起来；有了法权
的概念，但对法治的规范自觉没有
形成。他认为，要将对父母的亲职
教育纳入到司法社会服务中，如
何教养孩子，如何恰当行使监护
权，不要踩到法律红线。同时，
要及时发挥检察院法律监督的作
用，对过度的“打骂式”教育可
以提起家事检察，对父母进行强
制教育、训导。对于家事审判和
家事调解，法院要做到“案结事
了人和”。同时要发挥社区、学
校、妇联、共青团等在解决家庭
暴力事件中的作用，提供专业的家
庭服务和司法社工服务。

楼壮丽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不得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要
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父母在教
育孩子过程中要有守法意识，父母
履行监护权违法失当，法律要进行
干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
村、居委会对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
护人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应
予以劝诫、制止，严重的应及时
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接到报
告，或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办案中发现此类情形，可责令父
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父母打骂
孩子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面临
监护权被撤销、甚至被追究法律责
任的严重后果。”

“保护孩子是全社会的责任。”
楼壮丽表示，社会成员如发现身边
存在家庭暴力行为，必要时要及时
报警。 据中国青年报

“打骂式”育儿难题如何破解
专家建议将父母亲职教育纳入司法社会服务

近日，一段题为《小学生在教室
午休床上休息》的视频在网上走
红。视频中，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
校的一间教室里，大部分孩子走到
走廊上，值日小组将座椅移到教室
中间，齐刷刷地拉开折叠床，三面柜
子变成了三个大通铺。床铺准备好
后，走廊上的孩子按男女生分组排
队进入教室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位
置，从下方的小抽屉把小被子、枕头
和眼罩取出，不到5分钟，教室变成
了静悄悄的午休室。

众多网友对此点赞之余纷纷要
求全国推广，据中山大学深圳附属
学校罗校长介绍，抽屉床的设计灵
感，是一次和女儿在对话中偶然萌
生的念头，在 10 岁女儿的启发下，
她设计出了在教室装壁柜折叠床的
方案。偶然之中实则有其必然性。
如果不是心中真正装着学生，格外
关注孩子的身体发育健康，会在这
种“不起眼”的事情上费心思吗？

据悉，该校从去年学校建成以
来就给孩子提供午休床，这次完全
是因为一个家长把午休的视频传到
抖音而意外获得大家广泛关注。

午休的意义不只是休息一下。
科学实验证明，午睡虽然时间短暂，
但对健康十分有益，而且对提高孩
子的记忆力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早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教育
家昆体良就对睡眠的作用有过描
述：“在睡了一觉之后，之前无法记
住的内容突然间就清晰地出现在脑
海中。”1924 年科学家第一次验证
了昆体良的描述：实验发现睡眠组
的学习成绩明显比无睡眠组更优。

据专家解释，人的记忆从一开
始形成时是不稳定和低效率的，很
容易被破坏或受到干扰，可能丢失
或者改变。因此，记忆不仅仅需要
变得“稳定”，还需要“强化”，才能真
正被人脑记住。而“稳定”的过程大
多在清醒状态下完成，“强化”的过
程则都是在睡眠中进行的。由于对
所学内容的固化并不需要进行有意
的练习和反复，因此，该记忆和学习
机制或过程也被称为“离线学习”。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与其拼命
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让孩子中
午好好睡上一觉！

学生躺着睡觉之所以受人关
注，关键就在于其充分彰显了“以人
为本”的精神。窥一斑而知全豹，

“以人为本”不是挂在嘴巴上的，而
是体现在教育教学日常的点点滴滴
之中。

据北京青年报

教室秒变“午休室”

不只是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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