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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石
◎ 邹 蓉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中学，宁波 315800）

摘要：安全感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其重要。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帮助孩子提升内在的安全感：在情感层面，

给孩子足够的心理陪伴；在行动层面，与孩子一起做到坚持；在评价层面，规矩明确，“验收”宽容，让孩子生出无限

的自信、力量和勇气，去尝试、去探索、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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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说：“孩子必须

确认自己可以随时回家，才可以安心地向前发展。”

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深度的安全感，他们在探索世界

的时候就会变得谨慎和迟疑，在面对探索和学习的

机会时就会充满自我怀疑。他们会害怕发问或者冒

险，只想在一个有限的、安全的小范围内作出选择

或采取行动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当孩子有充足的

安全感，就会在他们的世界里放松下来，兴致勃勃

地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会不断地探求、提问、冒

险，用开放的心态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作出选择，去

满足他们的重要需要。可见，给孩子安全感，对孩

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家长怎样做才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呢？

一、情感层面，给孩子足够的心理陪伴

心理专家林文采博士说过，一个稳定平和的妈

妈只要做到陪伴在孩子身边，观察孩子需要什么，然

后满足他，就是孩子安全感最好的来源。她提出了

“心理营养”的概念，认为孩子的成长除了足够的生

理营养以外，还需要“心理营养”。心理咨询就是通

过语言来感受人、理解人，并通过对话来帮助人从心

理上成长的。咨询对话过程中的倾听和被倾听，是我

们所有人每天都需要的“重要心理营养”。

现在的物质条件相对比较好，但生活节奏非常

快，不少家长工作忙碌，孩子要学习的知识也很多，

生活被塞得满满的。大多数时候家长与孩子之间的

交流是为了完成一些所谓“有用”的事情，而很少有

时间慢下来，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但 “无用

之用，方为大用”，很多时候，孩子的心理营养就来

源于这些无用的事情。如果一个孩子缺失心理营养，

就会生活在一种“慢性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各方

面发展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出现适应困难。

自从我的孩子能用语言交流以来，我每天晚

上都会花一段时间跟她聊天，到现在也有好多年

了。说是聊天，其实主要就是听她说各种事情。在

听的过程中，我会想象自己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

孩子，放下自己的记忆、欲望和评价，跟随她的讲

述，去体会她的生活世界。在那段时间里，我不是

想着我要帮助她，我只是听她的故事。

有时候，她会告诉我学校里遇到的不开心的事

情，例如有一次她说：“妈妈，今天同桌把我的橡

皮折断了。”听了这样的话，有些家长可能会回答：

“折断就折断了，一块橡皮而已，我再给你买一块

吧。”我当时克制住了自己这样说的冲动，转而问

她：“橡皮折断了，你是不是挺难过的？”她说：“是

啊，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块橡皮。”孩子跟我们说一

些不开心的事，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家长不必干

预太多，只要孩子的负面情绪能够在家长这里安全

地表达出来，心理负担就解除了，当他们没有了心

理负担，就能自己去解决那些问题。

现在每天晚上，我家孩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能和我聊天。因为我规定九点钟必须上床睡觉，所

以她会很自觉地尽快把作业完成，以便能有更多的

时间来聊天。聊完天，我们相互拥抱说晚安。我有

一次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聊天，她说聊完天后很放

松，能帮助她卸下一天的心理包袱。

二、行动层面，与孩子一起做到坚持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会通过认同他人或群

体的行为方式，并与群体的行为保持一致，来满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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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的需要。年龄越小，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越

弱。他们在做一件事情时希望有同伴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好的同伴不仅能成为孩子的榜样，更能给他们带

来心理上的安全感，使他们做事情时更有底气、更有

自信。

任何一种能力的提升都需要刻意练习。一个孩

子的能力的提升，重要的不是父母给他创造了一个

怎样的环境，而是父母用一种怎样的状态在跟他构

建关系。不要期待孩子什么都能做到自觉，家长要

帮助孩子学会坚持，并和孩子一起坚持。

我家孩子每天六点准时起床，然后早读，读到

六点五十分开始吃早饭。一开始，都是我六点钟起

来去叫醒她，督促她赶紧起床，有时候要叫上好几

遍，她才一脸不情愿地起来。洗漱完以后，我会陪

着她读英语绘本，把那些她不会读、不认识的单词

讲给她听，给她注上音标，把句子的意思帮她理清

楚，再让她读上几遍，把这本英语绘本背出来。这

样每天背一本，差不多坚持了一个月，她逐渐养成

了这个习惯。慢慢地，我就不再帮她讲单词、讲意

思了，而是给她买了本牛津英汉双解词典，让她自

己查字典，试着根据音标来读单词，根据每个单词

的意思来自己理顺意思，自己把整本绘本背出来。

现在，我只需要六点起床看看她起来了没有，然后

自己出门去早跑，等我早跑回来，她就可以把整本

绘本背给我听了。

当然，这中间会有曲折和波动，孩子的学习状

态也会有高低起伏，有时候可能到了六点五十她还

没读会，更背不出，这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多

点耐心，实在来不及就晚上再补。有时候没过几分

钟她就背熟了，我也会爽快地让她提早吃饭或者玩

一会儿。关键的关键，就是能在一张一弛之间做到

坚持。孩子能在一件小事情上坚持不懈，这种坚持

的精神也将会贯穿孩子的整个生活，从生活的方

方面面中表现出坚持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

家长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坚持的榜样，与孩子一起坚

持，一定会有收获。

三、评价层面，规矩明确，“验收”宽容

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自我

意象）是经由周围人的反应和观点来塑造的，也就

是“镜中自我”。一个孩子对自己的认识，是从别人

对他的评价中来获取的。家长对孩子的评价，是孩

子重要的自我评价的来源。如果家长刻板地按照条

条框框来精准“规范”孩子，就显得过于苛刻和冷

漠，让孩子变得束手束脚、畏惧退缩。因此，家长需

要更多地给予孩子正向、积极的评价，让孩子感受

到“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从而提升安全感。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也偶尔需要 “糊涂一些”，尽管这非常难。

有句话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谈作业，

鸡飞狗跳。”为什么？是家长对孩子的作业过于较

真，太在意孩子在学习上的表现了。我曾经也帮孩

子检查作业，给她指点指点。但是后来发现，一看到

那些显而易见能做对的题目她都做错了，我就会很

生气，就会说：“怎么连这都做不对？上课在干吗呢？”

这样一来，我不高兴，她也不高兴。费了好大工夫帮

助她，结果两人不欢而散，非常不值得。

后来，我就秉承一个原则，需要我签名的卷

子，我就只管签名不看卷子，管她考了几分，管她

哪里对哪里错，反正错的题目老师肯定都讲过了，

她也都订正好了，应该是学会了，再批评她也没什

么意思。这样一来，双方都感到很轻松，她也不会

因为考试分数下降而太过焦虑。

“糊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家长在与孩子相处

的过程中，肯定会订立一些规则，比如看电视一次

只看30分钟、自己的房间要整理干净、要完成哪些

任务等，约定的时候肯定是精准一些比较好，但在

具体执行的时候，家长可以稍微“糊涂”一些，不一

定非要孩子做到100分，只要她做到了70分或80分，

那就已经很棒了，完全可以给予他肯定、赞美和认

同。推动孩子进步的力量，一定不是批评和指责，而

是我们的爱。

充足的安全感会让孩子生出无限的自信、力量

和勇气，去尝试、去探索、去挑战，哪怕面临困难，

也能够心怀希望、积极应对。安全感充足的孩子相

信父母永远是自己坚实的后盾，他们会和自己站在

一起，给予自己鼓励和支持。这将成为他们茁壮成

长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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