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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放手 孩子会感激你

于家长来说，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
段，适度地放手，才是有助于孩子自主
成长的好方法。这个“放手”，既不是让
你放开手、嘴不闲着地唠叨，也不是让
你完全撒手不管不顾。怎么才能把握
好这个度？

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支持自然成
长。孩子会爬了，就会到处爬，就有可能
碰到房间里的物品，会有各种不安全的
情形发生。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就是
把房间的地板收拾利索，给孩子能够爬
行的便利和安全环境。这个时候的放
手，是支持孩子靠自己的成长动力来锻
炼四肢的灵活，手眼协调，颈部力量的发
育，大脑神经更丰富地连接。从爬行到
直立行走的过程中，放手不放眼，保护孩
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会穿衣服了就要自理。带着欣喜
的目光去看孩子长的每一个本事，大
小便会找便盆了，会穿裤子了，会穿
上衣了，会穿袜子和鞋子了，会整理
自己的小书包了。

“会”了的事务，就交给他自己来
做，鼓励他，引导他做得更好。不要因
为穿反了鞋子、穿倒了裤子而训斥。

这个阶段的放手，是鼓励孩子自主
成长的做法，放手不放眼，孩子慢慢自
理，入园以后家长放心。

会写作业，就是个好学生！小学一
年级的孩子，每天积极主动地把作业完
成，就是个好学生。这个时候重点在于
孩子学习兴趣的培养，而不是家长们理
解的：从小就要写好、写对。太严苛的教
育，会让孩子产生畏难情绪，进而厌学。
这个阶段的放手，是支持孩子为自己的
目标而努力学习，放手不放眼，引导孩子
形成好的学习习惯。

有朋友了，真好。孩子小学高年级
进入青春期，慢慢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
子，这是他们社会化进程中必经之路。
就像影片中的包宝宝，希望和朋友在一
起。家长们要鼓励孩子交朋友，交对自
己有助益的好朋友，是孩子一生的财
富。对朋友的帮助，是孩子内心丰富的
精神补养。

这个阶段的放手，是支持孩子慢慢
地成为他自己的好方法。放手不放眼，
引导孩子学会人际边界更加清晰，和朋
友相处更自如。

妈妈和媳妇，从来都不是二选一。
影片中的妈妈在包宝宝要跟女孩去独立
生活时，逼迫孩子在自己和女孩之间进
行选择。孩子选择和女孩离开，妈妈才
崩溃。梦中是对包宝宝，现实中是对自
己的儿子。

妈妈对孩子的依赖之情，我们能够
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妈妈和
媳妇，从来都不是二选一的。因为他们
无论身处天涯、和谁在一起，心里都是爱
着妈妈的。

如果妈妈们能够信任孩子是爱自己
的，能够信任孩子可以成长得更好，就聪
明地放手吧。在孩子成年以前，放手不
放眼，耐心陪伴、教育；孩子成年以后，充
分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支持他们成为
更好的自己。

文/王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原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

为什么孩子越长大，我们对他
越不满意呢？因为我们对孩子有一
些期待，是不符合实际的。比如说，
孩子很小的时候表现出聪慧，家长
就会盼他长大了以后比别的孩子都
强。事实上，孩子们在入学以后，他
们的智力水平基本相当，他们的学
习能力也相差无几。因为孩子的成
长结果不符合家长的期待，家长就
更加焦虑。

此外，家长们经常做的就是，把
已经长大了的孩子当作很小的孩子
去控制，于是一直到孩子长大，他们
都无法成为自己。

生活中，很多家长以孩子为生
活的中心，通过控制孩子来达到安
全地掌控自己生活的目的。一旦孩
子不为他们所掌控，家长就会觉得
自己的生活无从着落，是不安全
的。于是，这种来自生命底层的深

深的恐惧感，会使得他们有一种拼
命地去抓住孩子、抓住孩子的生活
的捆绑式的行为。

把孩子一直当作小孩去教育、
去管教、去控制，呈现出妈妈对于
孩子成长的不信任、高焦虑。妈妈
不愿面对孩子的成长变化，也不愿
意面对孩子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
远，这就造成了亲子关系之间的需
求不匹配。

只有把生活还给孩子，才能把
你的孩子找回来。如果你总在控
制孩子的生活，那么孩子没有自己
的生活，他就始终要逃离你。当你
把自由还给孩子，孩子内心总有对
妈妈的爱。

独立生活之前，包宝宝抱住妈
妈表达爱意的样子，你看到了吗？
影片中我们不难看出，包宝宝是个
心智健康的孩子：

包宝宝在成长中得到正常发
展。他在幼年时依赖妈妈，少年时
希望有自己的朋友和空间，青年期
发展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包包的
发展遵循着人类孩子发展的必然
规律。

包宝宝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社会

关系。包宝宝的社会化很恰当，并
且有了情感关系，有了女朋友，这是
正常的社会化发展路线。

包宝宝在有了女朋友之后，对
妈妈满怀感激。说起来，孩子对妈
妈的感觉，那是内心里满满都是
爱。就在他要跟女朋友出门之前，
还不忘回来摇动妈妈的腿，抱着妈
妈撒个娇才出门。这说明包宝宝对
妈妈的爱是足够多的，而且边界也
清晰。

包宝宝懂得安慰妈妈。会安慰
妈妈的孩子，是因为他们懂得妈妈
对自己的爱，在因为自己和女朋友
独立生活，惹得妈妈生气以后，孩子
回来看望妈妈，他会给妈妈买她最
爱吃的东西，安慰她。

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
妈妈采取用力过大的教育，限制、压
制，甚至诅咒似的教育孩子，甚至于
以命相搏。然而，这种方式只会换
来孩子的无奈、无语和内疚感。妈
妈们往往就利用孩子的这种内疚
感，再次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阻
碍孩子的成长。

其实，只有当孩子的自我更好
地成长，内心有足够的力量，像包
宝宝那样和妈妈之间建立起恰当
的边界，既疼爱妈妈，又和她保持
各自独立的状态。在自己有需要
的时候求助于妈妈，在妈妈需要自
己的时候，尽力去照顾妈妈，才能
够冲破这种内心极度不安全的妈
妈的教养魔咒。

控制欲 不实际的期待 让你对孩子越不满意

把生活还给孩子 才能找回你的孩子

适时放手
这些事儿你做到了吗？

获得第91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的《包宝宝》起了宝爸宝妈们的共鸣：妈妈对小包子的爱，就像对孩
子一样体贴。但随着包子长大，想要交更多朋友，想要私密空间，妈妈却极度不适应，出现各种打断包宝宝和朋友接
触的行为。成年了的小包子有了女朋友，妈妈竟然要包宝宝在自己和女孩子之间做一个选择！当包子对妈妈表达
了温情，却决然地跟女朋友走的时候，妈妈受不了了，一口吞掉了包子！

现实中，有多少父母亲正以爱的名义捆绑子女的成长？有多少孩子内心无助、对父母充满恨意？这两个心理现
象，都是不恰当的。妈妈们，是时候降低一下你们的焦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