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0家庭教育必备宝典
2010年3月30日 星期二 主编 董晓卫 编辑 吴幸歌 校对 亚丽 版式 李仙珠

刘女士的女儿在郑州瑞思学校学习，学校
开设的课程全部采用美国模式，里面有一些强
调家庭成员平等的内容。一天，4岁的女儿突
然找到妈妈说：“刘女士，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地
位是平等的，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我也可以叫
你的名字。”没等刘女士回过神来，女儿就已经
跑到爸爸那里宣布她的平等概念了。就这样，
女儿以后在家里就直呼父母的名字，渐渐地夫
妻俩也就习惯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孩子
居然还要求分担家务，说自己是家里的一员，
大家都要义务分担家务，每天女儿都会把地板
打扫一遍，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刷刷碗。

抛开了“传统的家长标准”，刘女士换位思
考了一下，觉得女儿说的话也挺有道理，再加

上女儿近段时间的表现着实是进步了，于是夫
妻俩也就很乐意女儿直呼自己的名字。

专家点评：
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最基本

的单位就是和谐家庭，和谐家庭最核心的就是
家庭成员的平等。我们必须给孩子充分享受
家庭平等的权利，这可能会挑战家长的一些传
统，比如孩子可以直呼家长的名字，这对大多
数中国的父母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西
方的教育中，这恰恰是平等的一种体现。我们
不主张克隆这种模式，但是我们的家长也不妨
尝试着和孩子平等地交流，抽空儿和孩子坐在
地板上聊聊他在学校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郑州瑞思学科英语老师 陈伟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父母是孩子眼中的

“权威”，父母的话对孩
子来说就是命令，只有
听 父 母 的 话 才 是 好 孩
子。但是，在融洽的家
庭关系中孩子和父母应
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
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平
等，更是实质上的平等。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
以 平 等 的 心 态 面 对 孩
子，在注重平等的同时
还要注意哪些？以下两
个小案例或许可以给家
长朋友们一些启示。

晚报记者 吴幸歌
校园记者 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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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如何与孩子平等相处？
1.从人格上与孩子真正平等——也就是放下

家长的架子，平等对待孩子。
2.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学会征

求孩子的意见，别独断专行。
3.要树立向孩子学习的观念——要承认孩子

的长处、承认我们和孩子的差距。
4.和孩子进行朋友式的交流——用一颗“童

心”与孩子对话。

刘先生的儿子自小被老人娇惯着长大，习
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对父母自然也是“没大
没小”。平时只要有什么需求，比如看见某某
同学买了什么新款跑鞋，听说哪部电影快要上
映了，他都会费一番工夫央求父母买给自己，
只要父母有推辞，他就拿“别的同学都有，我怎
么就不能有了”这话来压父母。为了不让儿子
受委屈，父母都会尽量满足儿子的要求。但
是，每当刘先生向儿子提出诸如：“你应该少上
些网，少打些游戏”、“你要多读点书充实一下
自己”的要求时，儿子总是面带不屑，不以为
然。一次，刘先生让儿子为他捶背，儿子竟然
讨价还价道：“我给你捶会儿背，那是不是能多
上一个小时的网啊？”

儿子的这种行为让刘先生很是无奈，他觉
得自己太过纵容儿子了，他为儿子不懂父母的
心而难过，更担心孩子长大后一事无成……

专家点评：
我们提倡与孩子平等的交流、平等的相

处，尊重和赏识孩子，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正
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平等常常被扭曲，有些
家长过分地呵护孩子，即使经济条件有限也要
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一切物质欲望，使孩子在
溺爱中长大却不懂感恩和奉献，父母的良苦用
心大多成了助长孩子惰性的毒药。

平等不等于纵容，提倡家庭民主也不能忽
视长幼有序。因此，父母在平时的生活中必须
学会设立“家长底线”，不能总是跟着孩子的要
求走，也要适当学会拒绝。要让孩子明白，不
是任何要求我都能依你的，我也是有原则的。
孩子的任性、讨价还价或是无理取闹，都不能
成为溺爱孩子的借口，家庭教育的平等也应该
是相互的。

郑州瑞思学科英语老师 陈伟

案例1 抛开“家长标准”，学会换位思考

案例2 设置“家长底线”学会合理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