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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三阶段，父母与孩子的

目标是一致的，即：好好学习，取

得好成绩。贴标签只是实现目

标的方法之一，我们还可以试试

下面的方法。

方法一：真正了解孩子，减

少标签。美国心理学家贝科尔

说：“一旦人们被贴上标签，他

们可能就会成为被贴上标签的

人。”人们经常认为：考试成绩

不好，是没专心学习；某学科老

是 学 不 好 ，是 因 为 一 直 犯 懒 。

当父母把负面标签贴在孩子身

上时，孩子会认为自己不够好，

无法专心学习或者就是懒，从

而影响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当

父母把正面标签“你很棒”“你

真聪明”等贴在孩子身上时，孩

子刚开始会感到开心、被欣赏，

但 为 了 保 持 父 母 对 自 己 的 评

价，孩子会不敢去尝试新的、难

的事情，只因害怕失败，让父母

失望，从而丧失了人生中最宝

贵 的 、为 了 热 爱 而 奋 斗 的 能

力。 建议父母不要随便给孩子

贴上“标签”，不妨多用客观事

实数据说话，说出自己的感受、

担心与焦虑，询问原因，一起寻

找解决办法。比如：我 7 点出门

时看你在睡觉，6 点回家，看你

无精打采，我很担心你的学习

效率。因为距离高考还有不到

一年的时间，我希望你考出好

成绩。能告诉我在家你是怎么

安排学习的吗？有什么需要我

协助的吗？或许我们可以改变

一下家里的布局，把书桌和床

分开放，这样会对你达成目标

有帮助吗？

方法二：用全面的眼光看

孩子，避免片面。当孩子的行

为与父母的期望不一致时，父

母会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孩

子，批评孩子不好的行为。这

时建议父母告诉自己，用全面

的眼光看孩子，看到孩子缺点

的同时，也要找到他身上的闪

光点。父母对孩子的优点、擅

长点进行挖掘，找到发展的可

能性，引导孩子全面地看自己，

利用已掌握的方法，扬长补短，

找到提升成绩的策略，协调好

时 间 和 精 力 ，达 到 提 高 的 目

的。比如孩子不擅长数学，但

语文、英语还不错，可以把数学

变成思维导图，提高理解力；孩

子太活泼，一学习就坐不住，说

明他具备健康的身体，能为后

续学习提供体力支持。在漫长

的 300 多天中，每天进步一点，

积攒起来就是希望。

方法三：用目标引领孩子，

一切皆有可能。高三备考更像

一场马拉松赛事，目前只是起

步阶段，中间需要努力、积累，

会遇到瓶颈再经历冲刺，最后

才能有所收获。在这个过程的

开端，父母尽量不要将目光集

中在孩子现在的成绩上，而要

引导孩子看到未来的目标、努

力的方向。志存高远，抓大放

小，在目标的引导下，思考自己

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什么，舍弃

什么，坚守什么。孩子在目标

的指引下，踏踏实实地利用 300

多天的时间，专心面对每一堂

课、每一次测试、每一个问题、

每一次成功或挫折，把握好节

奏，做到有效、高效、实效的学

习，把期许变成最终结果。

即使孩子到了高三，家长的

教育引导也不能离场，只有父母

不断成长，才能引领孩子更好地

成长，让孩子自信、乐观地走向独

立，迈向属于他们的广阔天地。

要想成为成长型的父母，家长先

要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

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去了解孩子

成长的秘密，发现引导孩子的方

法。我们先一起看一看成长型的

家长有哪些显著特点：

1. 成长型家长是终身学习
者，为孩子引领示范。以孩子的

成长定位自己的学习方向，愿意

付出时间和精力，从书籍、专业人

士、老师、其他家长以及自己孩子

的身上汲取知识和经验，同时，也

将以行动向孩子传递学习的意义

和价值。

2. 成长型家长是问题解决
者，为孩子排忧解难。随时觉察

孩子的变化，及时发现问题，甚至

可以提前预防问题。尤其是面对

孩子的情绪问题时，没有抱怨和

指责，而是发现孩子情绪背后的

心理需求，与他们并肩面对。

3. 成长型家长是自我反思
者，为孩子激发动力。汲取自我

成长和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经验，

反思得失，在不断加强和孩子的

情感连结过程中，引导孩子不畏

艰难，注重过程中的收获，从而激

发孩子主动解决问题的动力。

4. 成长型家长是平和心态
者，为孩子保驾护航。家长的平

常心，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求，才

能让孩子发现学习生活中的成就

感，唤醒自信，面对挫败时依旧能

再接再厉。

要做成长型家长，除了上文

中提到的更新观念和认知，树立

亲子共同成长的信念，还需要家

长们做到以下几点：

尊重、信任孩子。高三这一

年，很多选择需要父母和孩子商

量着决定，比如是否课外补习，上

不上晚自习，选什么大学和专业

等。从成长型家长的角度出发，

尊重和信任孩子是最重要的。尊

重孩子的想法，可以让孩子信心

满满地迎接挑战，信任孩子的行

动，更能激发孩子的内驱力，更能

坦然地面对困难，有的放矢地去

做。长此以往的鼓励，定会让孩

子在心理上更加成熟。

多重角色随时切换。高三这

一年，父母不仅仅是后勤总管，还

有很多丰富的角色，例如：老师、

教练、朋友、陪练、生涯规划师、心

理辅导师……在这些多重角色

中，根据孩子的需求迅速切换，不

仅考验了家长的应变能力，更是

成长型家长的必修课。有时，家

长还需示弱，让孩子更有自信，更

有掌控感。随时调整的不仅是心

态，还有家长的语言和行为方式，

相信成长型家长一定会在和孩子

互动时乐在其中。

建立紧密情感连结。成长型

的亲子关系中，父母与子女互为

依靠，但互不依赖。成长型家长

致力于培养独立自主的孩子，在

高三这一年中正是锻炼的好时

机。逐步减少对孩子学习的指

挥，减少对孩子生活的干涉。这

一个过程中，势必会需要不断地

磨合，接纳、理解、信任孩子是不

变的，与孩子的情感连结是紧密、

牢固的。只有这样，在高三的不

断考验中，一家人才能携手闯过

一个又一个难关。

互动方式灵活多样。稳定和

谐的家庭氛围是每个高三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的重要保证，在紧张

的学习中，成长型家长需要考虑

变换多种亲子互动方式。家长可

以设计一些家庭活动，例如饭后

散步闲谈，一起打球（羽毛球，篮

球等等），周末一起看个喜剧电

影，假日参观某个心仪大学……

在互动中觉察孩子的状态，在活

动中缓解孩子的压力，共同应对

高三备考途中的各种挑战。

做成长型家长 与孩子共赴高三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教师 张 瑶

高三前的暑假，小唐妈妈

突然发现，一向不让人操心的

孩子有些变化：首先是心态

上，虽然没有很大的起伏，但

总觉得小唐有点浮躁，一面喊

着要玩命学习，一面又很难开

始；一会儿信心满满，一会儿

又忧心忡忡……其次是和父

母的交流上，以往和谐的家庭

氛围有了紧张的味道，爸妈多

说几句小唐就有点不耐烦，哪

怕不是讨论学业问题，小唐也

急于逃回自己房间。其实妈

妈最担心的是，接下来一整轮

的高三历练，孩子能否承受住

这份考验？

案例2

马上要高三了，小宋妈妈

发现，最近孩子的情绪不太稳

定，动不动就发脾气，跟谁都较

着劲，学习进度很慢。妈妈很

烦恼，高三任务就够重了，怎么

孩子青春期这个劲头就过不去

了呢？看着小宋这样，妈妈没

有任何办法，想着就随他去吧，

自己做好后勤工作就行了，其

余的事也管不了了。

高中学业压力相较初中增大

很多，新一届高三生面临着高考的

压力时，或多或少都有些担心、困

惑，进而在心理上发生相应的变化。

首先担心的是适应问题，那

么多学科需要学习，那么多的考

试要去应对；其次担心的是自己

的学习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才

能保证自己的学习效率，万一走

神儿了该怎么办；第三担心的是

期望和回报，家长、老师包括自

己，都对这一年以及高考的结果

有所期待，万一达不到预想的那

个目标怎么办。带着这些对高三

的憧憬和担忧，很多想法是难以

表达的，长时间闷在心里，一些学

生就会显现出情绪上的起伏。

正如上述案例中的两位新高

三学生，他们的“烦躁”和“较劲”

都有他们的原因和需求。如果父

母不能理解还一味地说教，势必

引发亲子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如

果家长一味顺从，毫无办法，也会

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紧张。

拒绝标签 高三发展无限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心理教师 闵 敏

案例

小雯感觉刚刚结束的这

个暑假过得有些沉重，一想

到进入高三，还有好多学科

知识不稳固，她就提不起学

习兴趣。在家学习，书桌背

后是床，经常顺势躺在床上

翻开书本，由于平日休息时

间过少，她看着看着就睡着

了。每次父母看到她这个样

子，都会唠叨：“白天出门看

你在睡觉，晚上回来看你还

在睡觉，你要当睡神吗，这么

多觉！高三，就这样睡下去，

以后肯定没大学读，你可就

天天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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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父母希望孩子认真学

习、拼尽全力，取得好成绩。当

孩子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时，往

往会被贴上不好的标签，父母试

图以这种方式让孩子看到行为

的危害性、纠正行为，却不知通

过一两次行为就给孩子“贴标

签”的方式是武断的，这样不仅

会让孩子产生“孤立无助”的挫

败感，甚至还会把孩子推向自暴

自弃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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