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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孩子分两种，一种是别人家
的孩子，代表了符合社会规则和优秀标
准的孩子；一种是自己家的孩子，各种缺
点、各种讨厌和各种需要纠正的行为集
于一身。即使自己的孩子已经很不错
了，但妈妈们依然会发现他还有可以再
提升的地方，回家后便是一通改造计划。

“麻烦制造者”的优点

有这样一些孩子，我们不妨叫他
“麻烦制造者”。在学校挑战老师的耐
心，他们坐姿不端正，上课走神、小声
嘀咕，偶尔再接个下茬儿；在家挑战家
长的耐心，写作业的时候听音乐，背书
的时候一会儿就得换一个地方，阅读
的时候身体扭来晃去，上一分钟在做
数学题，下一分钟就和你说游戏……
如果你恰巧赶上这样一个孩子，你是
否能从中看到他的优点呢？

其实，那些被看作麻烦的特质，恰
恰是无限潜能和创造力的来源。他们
用回避或“嬉皮笑脸”的方式来回应你
的怒吼，也恰恰是在提醒你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美好，可以用快乐来解决所
有问题和困境。这类孩子的特点在于
他们会一直饱有好奇心，用乐观积极
的态度对待生活，他们大胆、活跃、愉
悦地追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几
乎是全才，学习什么都很快。这样的
特质带来的天赋可以支持他们有策略
地思考，支持他们大胆而迅速地整合
内外资源去达成目标，他们往往是企
业里改革和创新的先锋或者是创新领
域的创业者和实践者。

“杵窝子”们的潜质

再说另外一些孩子，他们往往被家
长称为“杵窝子”。很小的时候甚至会
被怀疑是自闭症或孤独症。平时往往
很不引人注意，他可能表现得很冷漠，
对于你的互动，他更像个旁观者，不反
驳不犟嘴；他可能会逃避运动和激烈的
体力活动，看上去完全没有参与感；他
宁可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去上学；他们往
往内向羞涩，不擅长表达，不喜欢主动
结交他人；在学校里，他对于学习的常

规课程可能无法表现出热情，和同学也
不容易打成一片……如果你的孩子是
这样，你会不会对他的过于安静和冷漠
而感到焦虑呢？

你知道这些孩子把一般人用于说
话、交友的精力和时间都省下来做什
么？他们其实是在探索、解构并重建
他们感兴趣领域的知识体系。当你以
为他在害羞的时候，他可能在积极地
吸收信息，并加工它们；当你以为他们
冷漠缺少情绪而发呆的时候，他可能
已把引起情绪背后的客观事实进行了
梳理、分析和归类；他们用安静和孤立
自己的方式建立一个绝对私密不与人
分享的空间，而这恰恰是他们惊人洞
察力和理解力的来源。

谨慎区分缺点和特点

每个人从生下来都有属于自己独
特的行为和性格特点。谨慎区别其缺
点和特点，制定扬长补短的计划才能
有的放矢。

针对“麻烦制造者”，可以制定日

程表，轮换做不同的活动，在满足他们
对多样性和新奇的需要的同时，支持
他们把所学所做坚持下去；提供一些
方式帮助他们学会安静（呼吸练习或
冥想练习会有助于他们提升专注力）。

“杵窝子”的特质带来的局限主要
表现在人际关系和体能上。在接受他
们独处的前提下，带领他们完成一些体
能训练，而不是指望他们完全改变不爱
运动这个习惯；他们的人际关系是靠高
学识和新观念吸引他人而形成的，而社
交圈往往是相同兴趣、相同常识、相同
智商的人组成的。因此，作为家长，当
他们有了自己完整的思考时，允许或引
导他们将自己独特创新的观念在一个
一个小型的聚会中去呈现和表达，逐渐
形成自己的社交圈。

总之，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天性特
质，我们称其为“人格结构”。每一种
人格结构都有它光与影的部分，让父
母焦虑或不满的那部分可能恰恰是孩
子天赋的部分，不能因为我们的“不
知”而抹杀孩子的天赋，或推迟孩子补
短和提升的机会。

日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院课题组发布了“全国硕士研究生
学习与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
中国目前的硕士研究生中，超七成为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该项调查还发
现，当前超过半数的全国在读硕士生
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

“超七成研究生为家庭第一代大
学生”意味着，10名研究生中至少有7
人是家庭乃至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尽管他们的父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但他们成功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
流动。进入社会后也许还将遭遇更多
的考验和挑战，但从实现阶层跃升、阻
断代际贫困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足以

构成对“读书无用论”的否定。作为家
庭乃至家族同代人中的第一个研究
生，他们承载起了家庭向上流动的希
望，这就为更多出生底层的孩子摆脱
原生环境束缚提供了激励和路径，而
这个群体的稳定存在也成为透视国家
教育公平的重要标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攀升，
尤其是面向农村的助学体系不断完
善，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乡教育资
源分配不均造成的鸿沟，拓宽了文化、
经济等资本不占优势的学生纵向流动
的通道。从现实意义上来看，第一代
大学生的出现为他们的原生家庭带去
了教育记忆，帮助同代家庭成员树立

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增加了
家庭内成员的入学机会和文化资本，
客观上达到了教育扶贫的部分效果。

有限的家庭支持与风险承担可能
会缩小他们的选择范围，市场化浪潮
和文凭通胀危机的双面夹击可能会增
加他们未来择业的不确定性……这是
第一代大学生们在“教育公平”的叙事
之外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过去，
我们关注他们在就读期间可能存在的
心理健康、社会活动参与、职业规划辅
导等，但现在，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更具
超越性和系统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这
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他们
提供健全的社会支撑。

巫山县围绕县情实际，深入开展
研究，着力构建教师培养模式，历经
三年实践探索，形成小学教师专业发
展“五部曲”，快速提升县域小学教师
整体素质，为促进学校快速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落实严格考核制度。对县域
2124名小学教师开展三笔一画、专业
知识、理论研究、教学能力以及班级
管理能力测试；落实“1+1”培养目标，
分年龄段对测试教师制定“基础三年
规划书”和“提升三年规划书”。

通过党建引领、师德培训强化思
想道德建设。每年评选县师德标兵
和“四有”好教师；采取“搭平台、建机
制”等方式营造良好教学与研究氛
围；采取民主治校，让教师成为学校
发展重要元素，感受存在价值，自觉
肩负教育使命。

加强制度建设。目前，县教委指
导学校出台《十四五发展规划》《教师
专业发展三年规划》等7项规定制度，
各校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相
关执行制度，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和集
体决定事宜坚决执行，不走过场。

搭建实践平台，强化教师专业发
展。邀请专家58人到县举办学术交
流，到校开展现场诊断；培养市县级
骨干教师等380人，开展县培、“同上
一节课”等教学沙龙。

搭建研究平台，让教师参与研
究，学会研究。通过“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邀请名校专家交流，选派
干部、教师参加国培和市培，组织国
培下乡、乡村教师培育站等活动；落
实帮扶计划，1所城区学校结对2所乡
村学校，1位优秀教师帮扶1名青年教
师；开展县级赛课126次，课堂艺术尽
显。常态化开展校本研修、“三微”和

“三小”教研，稳步提升研修能力。
（巫山县教委供稿）

近日，重庆启动12～14岁人群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根据学生和学校分布情

况，当地通过开设专场、按就近原则调整
临时接种点等多种形式，从医疗机构挑选

技术骨干专门负责学生接种，着力构筑校
园免疫屏障。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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