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坐三分钟了，第二天，孩子

第一个起床，自己上学；第二

次，老师说，你的孩子可能智力

有问题，全班50个孩子，他考第

40名，妈妈回到家，告诉孩子，

如果你努力，成绩会更好，孩子

那天看书看到11点；第三次，老

师说你的孩子看来只能考职业高

中了，妈妈回来后，对孩子说，

老师对你充满信心，结果孩子考

上了重点大学。这个家长使用的

就是赞美和激励。

一般说来，大人做某件事大

多是在理智的支配下，是认识到

其重要性，出于责任感而去做

的。孩子可就不同了，他们更多

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和承认

后才会去主动地干一件事，特别

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赞美。

54 夸奖如拂面春风，批评如苦口良药。

家长学校

表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心理学家丝雷说：“称

赞对鼓励人类灵魂而言，就像阳

光一样，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成

长开花。”现代心理学之父威

廉·詹姆斯指出：“人最大的需

要就是被了解与欣赏。”对赞美

的需要，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

灵魂之中。可以说，需要赞美是

人的本性，剧作家莎士比亚曾经

毫不遮掩地表示：“赞美，即是

我的薪俸。”美国作家马克·吐

温也说过：“一句精彩的赞辞可

以作我十天的口粮。”赞美是全

世界最具震撼力的营养品。他人

的赞赏是对我们行动的认可和鼓

励，成人需要，孩子更需要。我

们的孩子是最在乎我们这些做家

长的赞扬之声的。恰到好处的赞

美是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润滑剂。

家长学会使用赞美，沟通才会进

入良性循环。

其实每个人都喜欢好话，何

况孩子。“好话”不仅可以激励

孩子再接再厉，而且能培养孩子

“自尊”、“自信”的人格。赞

美可以促使孩子找准自己的定

位，发挥出最大的潜能。赞美是

促使每个孩子体验成功和超越自

我的最佳途径。

在每个孩子身上，不是没有

亮点和优点，而是我们父母缺少

发现，有的发现了也吝惜表扬、

奖励和欣赏。如果孩子有了点滴

进步，考试成绩哪怕只提高一

分，做父母的及时赞美鼓励，给

予充分的肯定，就可以使孩子得

到快乐与满足，获得成功的体

验，进一步激发其进取向上之

心。父母的赞美就像雨露一样，

浇灌着孩子幼小的心灵。有位家

长去开家长会，第一次，老师说

孩子有多动症，最多坐三分钟。

妈妈回家后，说老师表扬了你，

原来安坐一分钟，现在进步了，

赏识，其关键在于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而绝不应仅仅拘泥于表面化的表扬。实际上，教育并不排斥

批评，建立于赏识基础上的适度、合理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好孩子不是夸出来的
——家庭教育应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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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要给

以必要的教育，特别是严肃的批

评教育。批评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它可以使孩子清醒地认识到

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以便及时

调整自己的行动。

家长要让孩子有是非观，能

正确地评价自己，不能在虚伪中

生活。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正视

自己的错误，学会反思。孩子需

要表扬也需要批评，该表扬的时

候要表扬，该批评的时候要批

评，我的观点是：表扬为主，批

评为辅。严爱结合，刚柔相济。

哪怕98%是表扬，也要给批评留

2%的位置。

一个孩子没有批评，甚至没

有受过委屈都是很难成才的。负

面教育在培养孩子上也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孩子清醒

地认识到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

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然而

有些家长受到错误宣传的影响，

对孩子只许表扬不许批评。一个

老师批评了一个学生，家长就质

问老师为什么批评孩子？老师说

孩子犯错误了。家长说，报上说

了，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你得夸

我的孩子。弄得老师哭笑不得。

孩子偷了东西，难道让老师说你

偷得对，偷得好吗？所以说该批

评的时候一定得批评，该处罚的

一定要处罚。

但是大家不要理解错了，我

这里说的是表扬为主，批评为

辅，如果整天批评那就更不对

了。批评要少用、慎用，但不是

不可以用。

图/张 弘 编辑 何彩琰

只表扬不批评是矫枉过正。

赏识，对于培养健康人格、

挖掘孩子多方面的潜能具有重

要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赞

美的作用过分夸大，不能把它

绝对化。青少年如正在成长的

小树，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

需要园丁不停地为其浇灌、施

肥、剪枝和除虫。如果我们把

表扬、鼓励、赏识当做施肥浇

水，那么，批评乃至惩罚就是

剪枝、除虫。新生事物的成长

难免会遇到问题，现在有些老

师、父母对赏识的理解比较片

面，出现了对孩子只表扬不批

评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赏识，

其关键在于发现每个孩子的闪

光点，而绝不应仅仅拘泥于表

面化的表扬。实际上，教育并

不排斥批评，建立于赏识基础

上的适度、合理的批评本身就

是一种教育。

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规定》特别提出：班

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

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

评教育的权利。由此可见，批

评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在

家庭教育中也不应当忽视。

无原则的表扬不利于孩子

成长。

前一阶段有人提出赏识教

育，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好孩

子是夸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观

点太极端了，起码是不全面

的。教育必须讲究辩证法，不

能提极端的口号。我赞成多赏

识、多表扬、多鼓励，但是不

赞成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口号。好

孩子不是夸出来的，好孩子是教

育出来的。其中包括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家庭教育

也不是夸夸就成了，有家长的身

教、家庭的环境、科学的教育方

法等等，方法中有表扬也有批

评，还要实践锻炼、严格的训练

等等，只有赏识是出不来好孩子

的。无原则的表扬，过多、过分

的表扬不利于孩子成长。

第一，一味表扬，孩子容易

骄傲自满。孩子认为别人只能表

扬他，一旦家长不赞美孩子的时

候，他就会感到家长不喜欢他

了，赌气、生气。而且当一个孩

子在家里习惯了不停地被表扬，

到了学校，教师同学不像爸爸妈

妈那样表扬他，于是他就有可能

会不喜欢老师，也不喜欢同学。

第二，孩子将来不适应社

会。孩子将来长大工作了不可能

一直被表扬，习惯被表扬的孩子

于是很难适应社会，靠表扬才能

干活，谁会吃得消？

第三，孩子心理承受能力

低。多而不当的表扬对孩子并不

好，会造成孩子听不得批评意

见。现在有些孩子已经听不得批

评意见了，一批评就暴跳如雷，

甚至出走、自杀。通俗地讲，经

常挨批评的学生遇到挫折耐受能

力强多了，也不太会出现一受挫

就寻死觅活的情况。

教育孩子应重视发挥批评的

作用。

教育不等于不批评，发现孩

子不正确的行为或不良的习惯，

55教育孩子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化，不能墨守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