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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门口的托管班能进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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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

□茅卫东

青春期冲突习惯被称为“两期（青春

期遇到更年期）战争”，是一个社会性的

话题。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

母和教师，在于成年人。

人一般有两次叛逆期，而它们是成

长所必须的。

第一次在3~5岁，表现为特别爱探

索、爱尝试。比如，把东西摔碎还很开

心，家里能拆不能拆的都想拆，能撕不能

撕的都要撕……

这是孩子自我发展、认识世界的一

种方式，虽然让父母有点为难，但本意并

不是要与父母对着干。如果孩子每一件

事情都要父母发出指令才会行动，反而

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第二次一般从12、13岁开始，进入

所谓青春叛逆期。这个时候，孩子要向

父母、向成人世界宣告自己是一个有主

见的独立个体，有时候会故意与大人唱

反调。

有些事情未必是孩子特别想做、非

要去做的，但就是因为成年人坚决不允

许，他们就想挑战一下“看守”们的底线，

看一看“看守”们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

雷的样子。

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与青春期孩子

发生冲突？为什么成年人很容易被叛逆

所激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

当年没有成功地叛逆过。他们只是有着

成年人的身体，内心深处却藏着一个没

长大的自己，一个渴望得到安慰和鼓励、

渴望被接纳被引领的孩子。

教孩子如何跟别人相处，不是靠白

纸黑字讲道理，而是靠成年人的身教。

遗憾的是，很多人在青春期没有被

成年人充分接纳，这段心理成长硬生生

地被拦截下来，很有可能已经成了精神

侏儒。当他们成年后，受到自己的孩子

或者学生的挑战时，几乎立马会条件反

射般产生当年被拒绝、被否定，甚至是被

笑话、被无视的情绪反应。

说穿了，“两期战争”其实是一拨

生理和心理都处于生机勃勃状态的年

轻人，和一拨生理上已是中年但内心

还停滞于青春晚期的一拨人，他们之

间的较量。

从表面上看，这场较量往往是年

轻人失利为多，而事实上成年人内心

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他们当年的成

长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和教师充分接

纳，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选

择。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他们以为终

于能做主了，刚刚享受着掌控的快感

时，突然间孩子就叛逆了，不听话了。

他们的内心其实是崩溃的，但他们是

成年人，拥有各种资源，可以对孩子施

加各种威胁，迫使孩子就范。

这种战争有如潮汐般的规律，代代

相传，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理性地、深入地

思考，因而也就不能挣脱这个怪圈。

孩子叛逆给成年人造成的困扰，很

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孩子的叛逆程度，

而是看成年人对孩子叛逆的理解与接受

程度。我甚至认为，“青春期叛逆”更像

是一个伪概念。如果成年人不以自己为

标准，哪来的“叛逆”？如果成年人不当

“看守”，孩子何至于“叛逆”？

我知道，肯定很多人要质问：难道我

们就不应该管孩子吗？

管就管好了，为什么非要当“看

守”呢？

在我看来，这个事应该这样解释：许

多成年人，虽然无法理解孩子却又企图

操纵孩子。在遇到孩子的强烈抵制后，

就以“我是为你好”为理由，来掩饰自己

的自私。

绝大多数孩子的叛逆行为最终被

成年人镇压，于是接受了成年人的说

法——“他们也是为我好”。当自己也

做父母，有的人还当了教师，很多人无师

自通地、甚至创造性地用当年他们曾经

非常反感、憎恶的那一套对付下一代，而

且变本加厉。

为安慰自己，他们说：“养儿方知父

母恩。”

如果父母懂得一些青春期常识，自

然不必对孩子爱照镜子、注意穿着、喜欢

关注异性或者想被异性关注等行为大惊

小怪。其实，为人父母为人师的，都是过

来人，都曾年轻过，孩子的这点小心思，

难道还会不理解？

自古以来，成年人与年轻人的关

系，不只是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么

简单。“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

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历代统治

者都相当重视“三纲五常”，大力宣传

“百善孝为先”，推广“二十四孝”。放

在历史视野中看，青春期的叛逆行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可能得到合理

解释的，也更不可能有合乎人道的解

决之策。成人世界并不在乎孩子的成

长需要，因为从上到下，大家关注的是

维护等级秩序，或者说是成年人的权

威和面子。打压青春期孩子的叛逆行

为，就成了成年人的重要任务，传统糟

粕的这种影响绵延至今。

许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没走出青春

期，身体已经成熟，人格仍未独立，哪怕

有足够能力保障自己的生活，但心理上

仍渴望投入“妈妈”的怀抱。这是一种

病，却未必是错。

“青春期叛逆”更像是个伪概念

□瑞安市第五中学 孙有新

很多感恩教育的形式教育痕迹太浓，教师
还没开口，学生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这样的感
恩教育很难走心，无法触动学生的心灵。母亲
节前夕，我突然想到一招——考考学生。

我设计了一套测试题“关于“我的爸爸妈
妈”测试试卷”，在晚自习时下发。

关于“我的爸爸妈妈”测试试卷
（本试卷满分100分，请认真、如实地回答。）
1.爸爸的生日是 ，妈妈的生

日是 （10分）
2.爸爸喜欢的菜有：

（10分）
妈妈喜欢的菜有：

（10分）
3.爸爸的爱好有：

（10分）
妈妈的爱好有：

（10分）
4.今年我给妈妈的生日礼物是

（10分）
今年我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是

（10分）
5.我希望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10分）
6.我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0分）
7.我为爸爸妈妈做过的让他们特别感动的

事是什么？（10分）

与平时参加学科考试不同，试卷下发后，学生们的脸上
露出惊讶的表情。一些学生直摇头，第一题就难倒他们了。
后来，我对第一题作了全面的统计，发现全班只有20位学生
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有26位学生完全不记得爸爸妈妈的生
日，有3位学生只记得妈妈的生日，有1位学生只记得爸爸的
生日。

这次测试给学生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写下了他们的感受
和体会，学生刘晓敏这样写道：

从头到尾做这张测试卷，我觉得很心酸，身为子女，竟然
不知道父母喜欢吃什么。可是他们却清楚地记得我喜欢吃
什么，讨厌吃什么。在做饭的时候，他们会特地不加葱；吃饭
的时候，会先把我不喜欢的挑出去，再把我喜欢的夹到我碗
里。可我却只是一味地接受他们的付出，甚至还挑三拣四
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父母一直在给予我关爱，而我回
报的只是吃完饭，拍拍屁股走人；洗完澡，扔下衣服玩电脑。
看着父母隐藏在黑发中的根根银丝，我恨不得扇自己一巴
掌。我知道，他们挣钱难，可我还是花钱如流水，实然觉得自
己真是个不孝女。我很想长大一点，懂事一点，帮他们负担
一点。我真的恨透了我的任性、懒惰、不上进。什么时候，能
让父母休息一下呢？

检验德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学生在活动
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学生在测试过程
中体会到，自己对父母的了
解与关心不够，从而产生愧
疚感。这种愧疚感在学生
的心底掀起“惊涛骇浪”，促
使他们反省，推动他们去行
动，为亲子关系作出有益的
改变。

俞和军（楼主）
我们先来看一份常规的家

长会安排：

1.家长会形式：①德育副校

长主持，校长讲话；②班主任上

一节切合班级实际的家教课；

③家长与任科教师互动。

2.家教课课件内容：①欢迎

词；②班级情况介绍；③学校成

果展示；④学生学习要求；⑤安

全教育要求；⑥对家长的合理

建议；⑦双休日、节假日要求。

3.会议流程：①18∶25家长

到所在班级报到签名；②18∶30

班主任带队到学校体育馆在规

定位置就座；③18∶40开始学校

领导讲话；④任科教师随班参

加，按班主任的要求协助工作；

⑤19∶40分班活动。

请各位网友谈谈，你们学

校家长会的形式是如何创新而

又有效果的。

yanwang_yw
有个设想，尤其是对于起始年级，不要

忽视家庭教育方式方法的引导，尽量从教

育学、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向家长介绍一些

经典案例；向家长推荐一些专业书籍，如尹

建莉《好妈妈胜过好教师（1、2）》《最美的教

育最简单》和武志红《为什么家会伤人》等。

我们经常听到“每一个问题学生背后，

总有一个问题家长”之类的话；另一方面，

我们也常听到家长无奈的抱怨：“我是什么

办法都用了，可孩子就是不听。”其实很多

时候，不是孩子不听话，而恰恰是父母不会

说话，对孩子的心理特点并不理解，只是一

味地要求甚至挑剔，只想着把自己的“好心

好意”灌输给孩子，很难看到孩子闪光的一

面。有的家长还存在很强的等级观念，认

为孩子是自己的，想怎么管就怎么管。这

些都是造成亲子不和谐的因素。因此父母

要学习——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翘 楚
家长会创新是教育人一直在思考但百

思不得其法的问题。就俞老师提供的家长

会安排来看，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家长

了解学校、班级、教师、学生的情况，还是不

错的。一般来说，年级的家长会以组织者

提供内容为主，时间有限；班级家长会就可

以灵活些，按学生品行与成绩来召开分层

会议、举行家长读书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家

长座谈等。

我认为家长会怎样开是不能用一句话

概括的，关键是要选好话题，充分准备，发

挥家长潜能，让家长们参与进来。

许东宝
家长是学生的首任教师，家长会是发

挥家校合力作用的平台，所以教师要利用

好家长会。地点不一定在学校教室，可以

更接地气，如靠近学生居住地的村委、居委

会的会议室等。内容也不要都是教师宣

读、家长建议，可以由学生或家长主持，邀

请专家或优秀家长开讲座，并穿插学生的

才艺展示，切不可开成批判会。也可以利

用现代科技，在群里开视频家长会；条件许

可，还可以把家长会开到科技馆、博物馆。

吴笔建
其实家长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

行家校沟通、交流，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发

展。所以家长会的形式不应该千篇一律，

可以根据需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翘 楚
初一下学期，年级召开了一次“优秀家

长汇报会”，效果还真不错。具体做法是：

先在年级组举行“优秀家长”评选活动，结

果确定以后，召开一次隆重的“优秀家长”

颁奖仪式。议程是：首先由年级优秀学生

给优秀家长颁奖、献花、合影，接着由评选

产生的4位优秀家长代表上台汇报。

家长们准备了讲稿，甚至做好了课件；

汇报各有专题，一个个鲜活的教育故事打

动了在场的学生、家长和教师们。最后的

互动环节，家长们踊跃提问，优秀家长也认

真回答，大家友好地探讨家庭教育问题，气

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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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完成了一次特别的STEAM期末作业，当然，也
得用英语。据介绍，东城教育集团与加拿大皮尔逊教育局合作开设STEAM课程，加方派出了首席
教研员与3位专业外教，而东城小学的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STEAM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数学、科
学、英语教师等。在8个月的STEAM课程中，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伊莲在课堂上为学生们设置
各种研究性课题，课程中都使用英语，甚至不乏深奥的专业术语，但学生们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竟
然也毫不费力地将其一一掌握。一周两个课时，两个学期下来，学生们的英语交流水平和学习能
力一起突飞猛进。图为一个研究小组将观察思考结果编成了英语短剧，通过逼真生动的表演展示
不同的种子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状况。 （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上接第1版）
星光实验学校提前面向全校教师征集卫星班

志愿教师，经综合评估，先后确定了刘禹彤与杨强

新到卫星班任教。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的刘禹彤此前一直在义乌市星光实验学校培智部

任教，已有6年班主任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卫星班

班主任。杨强新是星光实验学校总务，2017年9

月开始在卫星班任教，为卫星班打开物资需求的

“绿色通道”。

每个月，特殊教育指导中心都会上门听课、调

研、指导。一年内，先后组织了10多次教学研讨

培训活动。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陈韩俊笑

言，刚开班那阵子，去卫星班的次数比回家还多。

点 亮
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来到这个偏远的

农村，从事一片空白的工作，刘禹彤坦言“工作挑

战有了新高度”。

6名不同类型的重度残疾学生，刘禹彤做了大

量细致的摸排工作。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体检

报告、智商测试、感觉统合能力评估量表……细致

到是否能独立穿衣，就餐是否需要喂食，能否独立

玩玩具等，每个人都有一份独一无二的记录。

说起自己的工作，她没有述说其中的艰辛，毕

竟“来之前就知道这一定是件不容易的事”。可是

一说起学生们的进步，她就停不下来。

“刚开始那一个月，我喊上课根本没人会起

立，现在一上课他们就知道要起立了。”

“以前教室里的玩具、康复用具天天被他们

整得长了腿似的到处乱跑，现在终于能物归原

位了。”

“虽然学校里有无障碍洗手间，但同学们都喜

欢到普通卫生间去，我很高兴他们觉得自己和普

通孩子是一样的。”

……

小春是个多重残疾却活泼好动的孩子，从前

到了课堂上就变得沉默，而现在可以靠简单的单

字发音配合肢体动作主动参与表达了。

小茉是个脑瘫患儿，唇齿音发得很不标准。

经过个别语训，现在发唇齿音时，她已经能有意识

地将嘴唇闭紧了。

“教这些孩子，可费工夫啦。”看护阿姨插话

道，每位学生的吃喝拉撒问题教师们都一一记在

心上，每天下午的个训课中再逐一实施有针对性

的练习。

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在变化，最开心的莫过于

寄养妈妈们。过去孩子们听到的都是义乌话，如

今义乌话、普通话都能听懂了。“没想到他们还这

么厉害的嘞。”乔乔妈妈忍不住夸道。

“乔乔，喜欢刘老师吗？”乔乔马上笑着点了点

头。“喜欢上学吗？”乔乔毫不犹豫地又点了点头。

陈全是义乌市赤岸小学的一名党员教师，也

是义乌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招募到的助残志愿

者。自2015年以来，她一直利用周末时间奔波在

赤岸镇各村，看望残疾儿童，帮助他们进行康复训

练。听说了乔乔的故事后，她更坚定了自己帮助

残疾儿童的信念。“卫星班影响的不只是那6名学

生，它让人们看到了人性关怀的力量，让志愿者看

到了残疾儿童康复好转的希望。”她坚信，在融合

教育理念指引下，残疾孩子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

有尊严地活着。她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卫星班的示范引领下投入到助残行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