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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确保双清教育的科学可持续
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双清区教育局在全区教育系
统开展“双清教育大家谈”的活
动，旨在为双清教育统一思想，明
确方向，查找问题，提出对策，注
入动力，凝聚人心。活动开展以
来，从领导谈、老师谈、家长谈、代
表谈等各层面的大家谈中，梳理
办学行为，交流办学思想，回归教
书育人的初心，本文从一个基层
校长的视角，谈谈困惑教育的一
个恒久话题——挫折教育。

挫折教育，相对于欣赏教育
而言，犹如硬币的正反面，如果只
强调硬币的正面（即亮面），而忽
视硬币的反面（即暗面），那是不
客观、不全面的认知，有违基本的
辩证法。当下的教育理论和实
践，欣赏教育讲得多，推介得广，
而挫折教育很少涉及，甚至被贬
低，并由此带来一些教育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
讨挫折教育。

一、社会的发展，日益优越的
物质条件，使得今天的学生难以
经历挫折

儿时的记忆最为深刻，尤其
是经历饥饿、寒冷的童年时光，艰
苦的环境和生活就是最直接、最
现实、最深刻的挫折教育。尽管
在当时不认为是挫折教育，是当
时不得已、难以改变的生活。但
必须承认：面对挫折、经历挫折，
尽力解决挫折，能让人的内心世
界变得坚韧和强大；逆境，往往锻
炼人，铸就生活的强者。而当下
学生优越的物质条件，“唯有读书
高”成了他们的唯一，少曾经历挫

折。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
他们得到的是优越的物质条件，
失去的是承受挫折的心理历练。
日本的孩子以单薄的衣物过冬，
即便寒冷也克制不加衣物保暖，
他们对下一代的心理历练，值得
我们思考。

二、对孩子的溺爱，挫折教育
的缺失，让教育对孩子让步，让家
庭、社会承受揪心之痛

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
集父母辈、爷爷辈多爱于一身，家
长从心底拒绝孩子承受挫折，他
们认为自己吃苦就是为孩子不再
吃苦，免不了对孩子溺爱、纵容、
护短。有了溺爱他们的长辈做坚
强后盾，逼得教育方式和手段一
再退让，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孩
子受不得半点委屈。一遇到挫折
就想不开，以斗气、吵架、离家出
走，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来回
应。挫折教育的缺失，造就了不
少心理阴暗、性格暴戾、情感冷漠
的娇子。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追本
溯源，是学生的心理品质培养有
问题，如前文所说，硬币的亮面因
光源长期灼热，而硬币的反面因
忽视长期阴冷。冷热的强烈反
差，经不起淬火而畸形爆裂。也
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欣赏教
育和挫折教育的双驱并行才是教
育的务本之举，本立而道生，非一
朝一夕之功。

三、开启挫折教育，让挫折教
育成为常态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
是挫折教育的启蒙。作为普通凡

人，不能授天降之大任，但“人生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则是祖宗最
朴素的挫折教育。如何在学校开
展挫折教育？首先，应体现在办
学思想上，思想是行为之先导，双
清区佘湖学校的校训是八自教
育，即“自理、自制、自学、自省、自
尊、自爱、自信、自强”，每当学生
在周会课齐背校训时，即是我构
思的挫折教育的思想背景。我校
的办学目标是“今天的教育，是为
了明天的学生，务必成人，力争成
材”，成堂堂正正的人，成顶天立
地的人，成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的人。成人，是挫折教育的蹒跚起
步，也是挫折教育一以贯之的持续
发力。其次，挫折教育应凸显在校
园文化上，要让学生认识挫折、承
受挫折，克服挫折，校园文化的设
计则要紧紧围绕学生本人。校园
文化应原始接受学校小主人天真
的思想、稚嫩的语言；校园文化应
欣然接受学校小主人分享成功的
喜悦，舒缓经受挫折的阵痛；校园
文化应真切接受学校小主人的酸
甜苦辣，喜怒哀乐。也只有呈现鲜
活的事、灵动的人的校园文化，才
有扑面而来的教育气息，才有充满
生机的教育驱动力。最后，挫折教
育进课堂，才是挫折教育的落脚
点。记得一堂排球赛课，学校两队
实力悬殊，但弱势的一方不气馁，
配合协作，打得异常顽强、勇敢，这
就是生动的挫折教育。胜，不妄
喜；败，不惶馁。其实，生本课、周
会课、思品课、班会课，都可开讲挫
折教育；作文、演讲、队活动、班训、
班规、黑板报、手抄报都可开展挫
折教育。贵在用心，重在渗透，巧
在延伸，关键在坚持。

开启挫折教育，不负孩子成长的春天
双清区佘湖学校 张飞跃

一个周末，送 11 岁的儿子去学钢
琴。由于课时不长，且离家较远，我坐在
旁边屋子里一边耐心等着，一边和其他
家长谈论着教育孩子的话题。

大家谈兴正浓，屋门突然大开，一位
年轻的妈妈站在门口，叉着腰青着脸，高
一声低一声地训斥着儿子。可能是这个
小男孩儿比较任性的缘故，他紧紧攥着
拳头，瞪着一双大眼，脖子上的青筋蹦得
老高，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
小男孩妈妈火辣辣的手掌就要扬起来，
有几位家长赶紧起身劝说这位年轻的妈
妈，并将小男孩拉到屋里坐下，暂时平息
了这场剑拔弩张的母子“纠纷”。

其实，这位和妈妈闹情绪的小男孩
儿来学琴的时间并不长，却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几乎每次都是在母
亲的呵斥下才磨磨蹭蹭走进教室。练琴
时这个小男孩儿也是一副极不情愿的样
子，完全不在状态。

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恐怕对他

来说也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后来我才听
说，当时小男孩儿的妈妈不顾孩子强烈
反对，自作主张给儿子报了这个钢琴班。

一开始，儿子表示不想学时，这位妈
妈还有些耐心，摆事实、讲道理，到后来
看这招不奏效，于是拿出了“杀手锏”：

“再说一遍，你要是不学钢琴，玩具也都
甭要了，我不信治不了你。”就这样，在妈
妈的高压下，虽然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只好含泪就范。

诚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个
家长的心愿，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问题
在于，做父母的总喜欢把自己的愿望强加
给孩子，逼着孩子去做他没有兴趣的事
情。到头来只能引起孩子的反感，使孩子
与父母较劲儿，你让他朝东，他偏要向西，
事与愿违，有的走向了期望的反面。

你的孩子并不是你，他有他的愿
望。我们这些家长所能做的就是尊重每
个孩子的不同，为他们留一个相对自由
的空间。

较劲儿
梁永刚

5月6日上午，金罗湾国际商贸城举办了一场大型车展活动，市小记者协会
的25名小记者对此次活动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小记者们穿梭在展棚内，大胆
向参展商和市民提问，赢得许多叔叔、阿姨们的点赞。 罗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