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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失去色

彩 的 ，可 能 是 伤

痛，更可能是内心

的困惑；让脸上失

去笑容的，可能是

磨难，更可能是紧

闭的心门。近年

来，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越来越

受人们重视，它能

培育学生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阳

光向上的积极心

态，促进学生的成

长成材。本期特

推 出“ 呵 护 心 灵

健康成长”专题，

精选4篇中小学老

师作品，希望能给

您带来一些启迪

和收获。

前两天，我们以《我家是个动物
园》为题开展了一次团体绘画活动。
在画里，很多孩子把爸爸妈妈画成了
牙齿尖尖的老虎、瞪着眼睛的狮子、
身体像枚导弹的大鲨鱼……咦，从什
么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们在孩子的眼
里，成了这样牙尖爪利、咄咄逼人的
样子？

原来，很多爸爸妈妈明明很爱孩
子，却不能好好跟孩子说话。明明想
让孩子进步，说出口的话却是：“这都
不会，你是个猪啊！”孩子学习时姿势
不端正，担心孩子近视，满满的关心
却说成了：“凑这么近，你是想瞎了
吧！”想让孩子遵守规则，跟孩子说的
却是：“你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好丢
脸。”孩子很晚没回来，心里明明很担
心，见到孩子回家，口中说出的却是：

“你还知道回来？有本事干脆别回来
了呀！”……爸爸妈妈的“语言暴力”，
将亲子关系越拉越远，孩子直接感受
到的是责怪、嘲讽，而不是爱。

常常承受爸爸妈妈冷漠言语的
孩子，会很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敏
感、脆弱，或是叛逆、暴戾。他们常常
担心哪一天自己没做好，爸爸妈妈就
不要自己了。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是
不行”“笨得像猪”，再努力也没有什
么用……这样的孩子，不论是在学业
成绩还是人际关系上，都会遇到很多
困难。而爸爸妈妈也许从没有想过，
自己随口而出的言语，会在孩子成长
的道路上留下这么多隐患。所以，亲
爱的爸爸妈妈们，不管什么时候，都
请一定记得和孩子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给自己留一
份温柔

成人的世界里有很多疲累和委
屈，倘若孩子还闹点幺蛾子，我们的

“狂风暴雨”就会倾泻而出。此时，孩
子承受的不但有对自己行为的自责，
还有对我们的恐惧。所以，我们一定
要好好说话。

说话前，我们需要先调整自己的
情绪。在进家门之前，先把不愉快的
事情放下，不把坏情绪带回家，甩给
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做一些能
为自己补充正能量的事情，比如给自
己买束花、跟朋友喝杯茶……小小的
休憩和滋养，会让我们释放压力，更
高效地解决问题。我们要容许自己
状态不好，我们不是超人，不能时时
刻刻满血陪伴孩子。我们可以把自

己的感受告诉孩子，请孩子给我们留
一点休息的时间。在忍不住要对孩
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孩子
说：“我们等会儿再谈。”先让自己独
处一会儿，不带着糟糕的情绪处理问
题。

好好说话，给孩子留一
份尊重

“教育的前提是关系，关系的基
础是沟通，沟通的原则是接纳，接纳
的结果是尊重。”我们要把孩子当作
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请记住，自
己说话的时候，也给孩子说话的机
会。

很多爸爸妈妈只注重自己看到
的结果，却很少愿意听孩子说为什么
要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孩子会努
力想要做一些“好”事，但因为经验或
能力的不足，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如果我们看不到孩子的善意和努力，
只看结果就进行否定、批评和责骂，
孩子只能在委屈和难过中默默承
受。如果我们能听孩子说说自己的
想法，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孩子的善
意、肯定孩子的努力、引导孩子寻找
更好的方法。

我们在说话时，应直接陈述事
件，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要求，而不要
用反问句去挖苦讽刺。让我们试试
以下表达方式：

“这次考试扣分比较多，我们仔
细来看看试卷，找出不会的地方再多
练练。”

“距离太近对眼睛不好，我们要
注意学习的姿势。”

“回来晚了，爸爸妈妈会很担
心。”

平和的态度，明确的要求，真实
的感受，可以让孩子很容易地明白我
们要传递的意思，“怎么说”比“说什
么”更重要。

有些家长学习了什么情况下该
如何说，但实行时却收效甚微，为什
么呢？那是因为家长只照搬了话语
的内容，却没有注意自己的情绪、情
感和态度。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你是
强忍生气还是心平气和，你是不是真
正接纳他，孩子都能感受得到。当父
母与孩子之间有更多的情感交流、更
和谐的关系，教育才能发挥更积极的
效果。

（作者系雨湖区风车坪建元学校
老师）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学生。由
于身体残疾，他们与一般家庭的孩
子存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差异，
在心理健康方面尤为明显。他们
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比较敏感，
害怕参加校内外活动，害怕同学嘲
笑等,当遇到烦心事时，不愿主动寻
求支持。他们对关爱的渴望更多，
又不会表达，于是形成各种心理障
碍。

特殊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
自卑、孤僻等。我在教学中发现，
体验式教学在特殊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有着较大的优势。

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需要教师的引导，老师要引导学
生正视真实的自己，接纳真实的自
己，进而从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出
发，进行心理层面的优化。学生只
有参与到体验式学习活动中，才能
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有效。

体验式教学的过程就是一场
心灵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及学生与自身
之间均会产生良好的交流。学生
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教师
的引导下，发现自身的问题。教师
可为学生讲解与主题相关的心理
学问题，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此

类问题的成因，促使学生在这个过
程中重拾自信，勇敢地面对自身的
问题。教师也可借此继续整合心
理健康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内容进
行优化调整，使其符合心理健康教
育的要求。

体验式教学主题确定非常关
键，教师应选择小主题，让主题与
学生的个性化记忆场景联系起
来。比如《学会说“不”》《赞美这件
小事儿》《好好说话》等，这样的主
题不仅可细化教学场景，还可优化
学生的体验式学习效果。教学中，
教师需要发挥教学引导性，引导学
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包括问
题的表象、问题的起因及此类问题
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等。

体验式教学情境的创设过程
应尽量自然，这种相对自然的心理
学体验状态对学生的感染力会更
强，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感也会更
好。首先，教师可以选择更具针对
性的心理健康教学手段，优化学生
的课堂学习体验；其次，教师可选
择一些学生生活中常见，但不特别
引人注意的情境进行教学。在讲
《不一样的烟火》这节课时，可以让
学生通过听别人故事，说自己故
事，画自己故事，议大家故事，最后
与自我对话，从而理解成长是一个
过程，每个人都是一个不断成长变
化的个体，对于自己的不足，只有
正视它，并进行改变，才能成就更
好的自己。

个性化学习体验是体验式教
学的持续性教学阶段，在此阶段
中，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问题，教师
可以进行单独沟通。在心理健康
教育初期，教师必须占据主动，把
握学生心理认知的走向，这样不仅
可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安全性，也
可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性。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让我们
灵活运用体验式教学，让每一位特
殊群体学生的成长之路更加美好。

（作者系韶山学校老师）

他是我的儿子，现就读于我
任教的学校六年级一班。孩子出
生以来一直由我带在身边。

以前，由于信奉快乐教育，家
里琐事又多，我对其并未多加管
束。孩子进入中年级后，我发现
他上课不认真听讲，完成作业困
难，学习总是拖延，而且以自我为
中心，不讲卫生，喜欢乱扔垃圾。
总之，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都存
在一定问题。我发现后介入矫
正，但效果并不明显。

转眼间，孩子已经进入高年
级，看着一步一步被自己带“残”
的儿子，我心里万分痛苦，经常整
夜的睡不着，头发大把脱落，有时
真怀疑自己是否会患上抑郁症？

我与儿子“语言暴
力”的日常

当看到儿子英语试卷上的
54分时，我觉得自己血压瞬间飙
升。“张某某，快滚过来！”校园里
响起我的咆哮声。儿子跑了来
过，没心没肺地问:“妈妈，你喊我
来，有什么事吗？有事快说，还有
同学等我去玩呢。”“玩玩玩，就知
道玩，你看看，你考的英语，这都
是什么成绩，还好意思出去玩？”

我一脸愤怒，本来语速就很快的
我，此刻说话就像连续射击的机
关枪一般。儿子站在一边，不敢
看我，瑟瑟发抖。“怂，你就会怂，
你不是能吗？怎么不说话了？你
不是特能说吗?”……“哼，你就会
骂人，不是骂就是拿我跟这个比，
和那个比，我拿你和别人的妈妈
比了吗？”儿子一边哭，一边说。

听了他的话，我沉默了，陷入
深深的沉思。我这样以爱之名，堂
而皇之地输出自己的暴力语言真
的对吗，这会不会给孩子造成心理
阴影，让我们的亲子关系陷入恶性
循环？痛定思痛，我觉得自己一定
要想办法改善亲子关系。

去年 9月，我参加了“国培计
划（2022）”湘潭县“心理健康教育
骨 干 教 师 提 升 培 训 ”项 目
（A2021-4）工作坊的培训，学习
了积极语言“happy”模式。

我与儿子“happy”后
的日常

又到晚饭后辅导时间，一道
简单的数学题，他做错了，演算写
在题目下，书写十分马虎。若是
以前，我又要开骂了，结果必然是
不欢而散。但这次，我决定运用

积极语言“happy”模式。
“妈妈希望你能认真读一遍

题，相信你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
思考把这道题解出来，你可以再
试试吗？”

孩子先是一怔，然后连连点
头。十分钟后,儿子向我走来。
这次他做得既正确又工整，兴高
采烈当起我的小老师，告诉我解
题思路。

我摸了摸他的头说:“你看，
只要你认真思考，难度值五颗星
的题目都可以做出来呢。你真
棒！”“嗯，妈妈，我会加油的!”孩
子会心一笑，我也笑了。那一刻，
我感受了到了积极语言的魅力。
日后，我们母子也许不会再上演

“鸡飞狗跳”的场景了。感谢积极
语言促成我与儿子的和解。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经写
道：“你的孩子其实并不是你的孩
子，他们是生命之火的儿女，他们
通过你来到人世，却不是你的化
身，他们整天和你生活在一起，但
并不属于你。”

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终究
会长大成人。我将以积极语言，
激励他不断前进。

（作者系湘潭县锦石中心小
学老师）

多年的教学生涯，给我留下许多
美好的记忆，充满着温馨。然而，有
那么一件不愉快的事，20年来一直萦
绕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释怀。

有一个班，我教了 3年语文，当
了一年班主任。那年 6月，我在教室
组织中考前最后一次自由复习。学
生们不断举手提问，我一一走到他们
座位旁去辅导，心中为他们的刻苦努
力和勤学好问而欣喜。

辅导完毕，我转身上讲台，却听
见背后学生哄堂大笑。我回头看到
学生都盯着我的后背，于是下意识地
摸了摸背，却扯下一张纸条，上面写
着“打我”。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我全身心付出的班级，竟然出现
如此顽劣的学生，对老师如此羞辱，
该当何罪？恼羞成怒的我将原本准
备好的临考鼓励的话变成了怒吼和
尖锐的批评。

那个贴纸条的男孩将头深深地
贴在了课桌上，其他同学也被我尖利
的嗓门吓到了，我则气愤地摔门而
去。

后来，那个男孩来道歉，我不接
受，他父亲给我打电话，我不接。班
上毕业聚餐，我也没参加。直至今
日，那个班的学生仍是我教学生涯中
与我距离最远的。

早段时间，我偶尔得知，那个男
孩经常将纸条贴在别人背后，以此寻
找乐趣缓解中考心理压力，给我贴纸
条也只是想开个小玩笑。现在回想
起来，虽然男孩的行为并不可取，但
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那个男
孩也许并没有恶意，只是平时开玩笑
开惯了，而我的反应可能反而给那个
男孩，以及那个班的学生留下了心理
阴影。

我想，如果当时我换一种方式结
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那张纸片有
很多留白的地方，如果我能在上面补
上“电话”两个字，使其变成“打我电
话”，那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教育，不仅仅考量老师的学识和品
德，也考量老师的气量和智慧。

（作者系湘潭县云龙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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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关于特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

徐晟

积极语言促良好亲子关系
唐银芳

和孩子好好说话
谢岭

“打我”与“打我电话”
陈晓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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