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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心理学意味着深奥

难懂，不要说中小学生，就算是大学生，

也未必能搞得很明白，但郑婷琴却认为

心理学是学生的法宝。它不仅可以培养

学生的思辨能力，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学

习，更重要的是能帮助青少年思考世界，

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每个周末，郑婷琴都会给孩子们开

设心理学课程，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

郑婷琴告诉记者，最近的课题是“什么是

快乐竞争力”。提起“快乐竞争力”，记者

也是一头雾水，了解后发现，原来成功不

一定能带来快乐，但快乐却能带来成功。

“当我们感到快乐时，积极情绪会使

我们大脑中多巴胺、血清素水平升高并

产生和保持更多的神经连接，提升我们

的学习能力、记忆力、创造力，以及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积极情绪也是

应对紧张和焦虑的一剂良药，能够提高

我们在高压情境下的意志力、专注力。”

郑婷琴耐心地解释。

在郑婷琴的影响下，14 岁的女儿王

祉焕和 9 岁的儿子王祉彧对心理学也颇

有兴趣。说起王祉焕，郑婷琴满是欣

慰：“我好几次发现她翻看我的心理学

书籍，还曾告诉我她也想成为心理咨询

师。听到她的想法，我觉得很意外。我

告诉她，你可以自由地追求你喜欢的事

物，不用和妈妈一样，但她却坚定地说这

就是她所喜欢的。”

郑婷琴认真地说：“心灵自由的孩子

更快乐。身为父母，千万不要给孩子设

限。要鼓励孩子去尝试自己喜欢的事、热

衷的事，这是让孩子积极面对生活的第一

步。一旦孩子有了梦想，他便会自然而然

地体会到时间的宝贵。”

不给孩子设限 鼓励他们尝试喜欢的事

每个家庭都有其独特的教育方

式，对于郑婷琴来说，边玩边学才是

最有趣的。在其他家长忙着让孩子

上兴趣班时，郑婷琴不但没给自家孩

子报任何班，反而带上孩子一起自驾

游，感受大自然。

“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场，疫情

前的每个暑假，我都会带孩子去旅

游。在旅途中，孩子也能得到很好的

锻炼。”3月25日，郑婷琴翻开手机相

册，与记者分享自己和一对儿女曾经

去 过 的 城 市 及 发 生 过 的 故 事 ，

“你看，这是我们在西藏拍的照片。

我们一起穿过了西藏无人区，一路上

看着流星从天边划过，孩子因为高原

反应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感叹流星真

美。当时，一家人团结一致，被星辰

和爱包围着，一点也不觉得害怕，现

在回忆起来真是既精彩又刺激。”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吵吵闹

闹，这便是自驾游最精彩的部分。

因为未知的前方，总会出现各种问

题，也会出现各种意外惊喜。无论

发生什么都有家人的陪伴，遇到各

式各样的问题我们也会齐心解决。

在旅途中，我发现我们在教导孩子

的同时，孩子也在治愈我们。”郑婷

琴说。

在旅行的过程中，孩子会遇见各

种不同的人、事、物，便会对此感到好

奇。他们的好奇会让习惯快节奏的

大人稍微慢一点，甚至停下来，陪孩

子一起去发现、探索。

在多次旅行后，郑婷琴细心地发

现了孩子们的变化：面对陌生环境不

再胆怯；对形形色色的人有了更多包

容；沟通能力、社交能力更强了；面对

困难的态度也变得更积极、自信。“这

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的，会逐渐影响

孩子的一生。”郑婷琴说。

“这个周末，我计划带着孩子去

挖藕、爬山，还约了几户家庭一起

去。在我看来，亲近自然是比语言、

阅读和文字更重要的早教。”郑婷琴

说，大自然是孩子最天然的教室，让

孩子亲近自然，学会打开感官去迎

接自然之美，是帮助孩子回归本真

自我，激发孩子好奇心与创造力最

直接的方式。

不忙着报兴趣班
反而带孩子自驾游

多做观察者 引导孩子学会解决问题

“现在养个孩子为什么这么难？”在育儿过程中，一些年轻父母常有这样的感叹。时代变化太快，传统育儿方法在不少科普书籍上
往往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各种育儿理论充斥市场，令人无所适从，不少夫妻因育儿理念不同而争论不休。

目前，心理学对教育的重要性早已被广大家长认可。有许多家长好奇，学心理学的人在育儿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作为两个孩
子的妈妈，我市80后心理咨询师郑婷琴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运用一些心理学知识，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就会对我们
的教育教学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心灵自由的孩子更快乐
这位80后妈妈为子女开启“体验教育 用心看见”的空间

家家有本教育经J

带着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同时

让孩子们的心灵、精神拥有一片自

由、温暖、安全的田野：那里没有是

非对错，没有条条框框，没有竞争压

力，只有真实的你我⋯⋯这位家长

的育儿之道，值得其他家长思考。

在“内卷”和“躺平”这两种应对

教育大环境的方式中，这位80后妈

妈乐于“接受内卷，积极躺平”，为孩

子开启“体验教育，用心看见”的空

间。这种教育方式难能可贵，需要

一定的认知水平和能量支持。

有时候，我们都太把“父母”这

个名头当回事，举着“爱”与“责任”

的大旗，塑造孩子这个完全不一样

的个体去开启属于他的人生旅

程。未曾想，父母用力过猛，孩子

压抑逃离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在优势教育资源有限的现状

下，非赢即输的竞争压力，是父母

抵不住“内卷”最大的原因。“追求

优秀”是人性的本能，“我要比你

好”是进步的动力。本能加动力，

就形成了大多数人“急匆匆”“浮

躁”的现象。各种补习班、兴趣班，

各种教、各种学，以“结果”为导向，

全然忽略了一个概念“儿童是人，不

是小大人”，儿童有儿童自然的发展

规律和所需营养，而非跟随大人亦

步亦趋长成父母所希望的样子。

身心健康第一位，学业有成第

二位，是所有家长和教师必须认识

到位的。儿童确实依赖教育，儿童

离不开教育。但教育远不止于简

单的传道授业解惑。

真正的教育分为三种：我们的

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

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

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

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

的教育。

《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有

人曾问过我：“是不是应该要求家

长多学习，多参与儿童教育？”我的

回答：“是，也不是。”

不管有没有这部法案，所有家

长都要注重学习成长，参与儿童教

育。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希望，德

智体美劳，身心健康，情商逆商，综

合素养⋯⋯不是光靠学校，也不是

光靠家长，而是需要自然、事物、人

为这三位“教师”的共同努力。

□专家支招

胡利曼 国家亲子咨询师，浙
工大永康五金学院博雅导师

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过程中，郑婷

琴善于通过心理学知识了解孩子。“作为

父母，我和其他人的愿望是相同的，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不同

的是，我懂得更多心理学知识，能掌握更

多有关孩子的信息，能对孩子在成长中

表现出的各种行为做出更为客观、准确

的判断，从而采取更恰当、更合理的处理

方式。”郑婷琴说。

郑婷琴同记者分享了一件事。近期，

她发现王祉彧开始喜欢咬手指，面对这样

的不良习惯，她并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出

声提醒，反而是默默拉起孩子的手，与孩

子随意地聊天。郑婷琴解释道：“出声提

醒反而会加强他的心理暗示，这时候想

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才是最好的。”

除了帮助孩子改正坏习惯，还要分

析孩子这样做的原因。郑婷琴认为，咬

手指其实是焦虑的表现之一。她猜测是

孩子上学后，面对新环境、新的学习内

容，难免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焦虑是

种很常见的情绪，为人父母能做的就是

多观察，善于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

从事心理学教学三年，郑婷琴也帮助

不少学生家长解决心理问题。郑婷琴认

为，应该给予孩子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教孩子如何解决问题，会比直接帮孩子解

决问题好得多。

“父母应该当好观察者的角色，及时

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帮助

他们舒缓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

最终还是要由孩子来解决问题，父母在一

旁适当引导即可。”郑婷琴说，帮助孩子养

成一个好心态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孩

子，家长也需要有一个好心态。

郑婷琴结合自身经验支招。她认

为，家长要多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知

识，跟上孩子的脚步。掌握一些孩子身

心成长发展的规律和教育技巧，提高自

身的素质和修养。针对出现的问题，要

给孩子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用孩子乐

于接受的方式去循循善诱，促使他爱学、

会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要注

意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培养孩子的生活

能力，引导孩子不但学会求知，更要学会

做人，这样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融媒记者 王佳涵

教育孩子
需要三位

“教师”共同努力

王祉彧（右一）与西藏儿童合影

郑婷琴与儿子在武义参与户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