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曾说过 ： 父母存在的意义 ，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 而
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 你的内心会
充满力量， 会感受到温暖， 从而拥有
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获得人
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从鲁迅先生这段经典的言语中 ，
我们不难看出， 家长培养孩子的一个
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让孩子在我们的
陪伴中、 在我们的教育下， 成为一个
独立的个体， 能从容、 幸福地成就自
己的璀璨人生。

但现实生活中 ， 我们有时会发
现 ， 有的孩子过度依赖父母 。 诚然 ，
孩子对家长有依赖心理是正常的， 但
当您发现孩子事事要依靠您， 一离开
就不安甚至哭闹， 这就需要想办法调
整了。 如何帮助他们成为一个自立的
人？ 让他们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真正

地感受到成长的幸福呢？
我认为， 首先要耐心引导。 每个

孩子小时候都非常黏父母， 随着孩子
年龄增长， 我们对这种行为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时间一长， 孩子可能就
会增加对父母的依赖心理， 这样对孩
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在生活中， 父母常常因为担心孩
子出错、 失败而管得太多， 为孩子准
备好一切，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试着放手，
给予孩子一些独立的机会和空间。 那
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应该让他们独立去
完成， 哪怕暂时完不成或者完成的速
度慢、 完成的效果不理想， 都没关系，
要耐下心来鼓励、 指导他们， 直到他
们可以独立完成为止。

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以让他们做
一些想做的事， 引导他们去迎接一些

新挑战， 长此以往， 孩子过度依赖父
母的心理会慢慢得到改善。

其次是要创设环境， 让孩子学着
独立。 随着孩子年纪渐长， 家长可以
更多地尝试为孩子创造独立成长的环
境， 从眼前、 身边的陪伴到渐渐放手。
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可以有目的、 有
计划地交给孩子一些任务， 让他们独
自去完成， 例如让他自己照顾小动物，
在安全的环境下， 让孩子独自购买小
件商品、 取快递等。

如果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
要鼓励他自己去克服， 让他感到 “我
能行”。 但我们要注意， 任务一定是他
们力所能及的， 是他经过努力能够获
得成功的， 在这样的体验中更容易帮
助孩子建立信心， 主动走向独立。

最后， 家长要积极评价。 在孩子
取得成功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予奖励

式评价， 奖励式评价的方式可以以口
头奖励为主。 通过奖励式评价让孩子
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以此
提高孩子的自尊心、 自信心， 让成功
带来的自尊心、 自信心成为孩子独立
成长的心理基石与不竭动力。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要注
意 ， 给予孩子的评价要真实 、 恰当 ，
孩子做得好就是好， 就要夸奖， 如果
不是那么好， 就应该告诉孩子还需要
努力， 并为孩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途
径， 让孩子在这样的积极评价中渐渐
走向独立。

孩子的独立是一个渐进式成长的
过程， 家长不能操之过急。 放开手让
孩子独自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 在
成长之路上感受到自主成长、 走向独
立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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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培养孩子独立能力的重要性， 鼓
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但仍有很多家长不舍得放手， 习惯对孩
子大包大揽。 时间长了， 孩子容易养成过度依赖父母的性格， 生活
自理能力较差， 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孩子特别容易焦虑等。 应该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看法吧。

张先生 私企员工 女儿10岁

说到孩子的依赖 ， 这对父母来
说， 真是甜蜜的负担。 一方面很享受
孩子对自己的依赖， 另一方面， 又担
心孩子太依赖父母， 走向社会后独立
性较差， 没法很好地适应环境。 对我
来说， 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我女儿今年10岁， 从小她就是多
愁善感的孩子， 性格腼腆、 内向， 不

愿意跟小伙伴们玩， 基本上都是在家
黏着我和她妈妈。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我们也非常疼爱她， 我和爱人的想法
是， 孩子以后终将自己独立生活， 跟
我们在一起、 依赖我们的时间非常少，
所以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段时光。

我觉得孩子依赖父母， 更多的来
源于孩子没有安全感。 在平时的生活

里， 我和爱人非常乐意对孩子诉说我
们对她的爱， 让她随时知道她的爸爸
妈妈最爱她，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她
遇到什么事情， 她的爸爸妈妈都会给
她提供最温暖的港湾。 经过这样几年
的朝夕相处， 女儿慢慢活泼开朗起来。

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都是平等
相处， 像朋友一样。 会带着孩子一起

做家务， 一起去超市买东西， 一起逛
公园， 一起做运动。 随着孩子内心的
成长和丰盈， 她对我们的依赖越来越
少。 所以我认为， 要多表达对孩子的
爱， 要多鼓励、 多包容， 慢慢等待孩
子长大。 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
的孩子， 她的独立生活能力也不会差
的。

在鼓励和包容中，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

王女士 中学教师 一对龙凤胎7岁

生养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
当年我生了龙凤胎 ， 很多人羡慕我 ，
觉得我一步到位， 儿女双全， 但是整
个带娃过程中的辛苦只有我自己知
道。 我老公在外地上班， 孩子的爷爷
身体不好， 平时家里主要是奶奶帮忙
带孩子， 实在忙不过来， 孩子的姥姥
也会过来搭把手。 我平时的教学任务
比较重 ， 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算多 ，

但是， 每天回到家里， 两个孩子都非
常黏我， 我给他们做饭盛饭， 督促他
们吃饭， 吃饭后刷锅洗碗， 还得陪孩
子玩儿， 给他们读各类小故事……总
之， 孩子所有的大事小情， 我都得事
无巨细地操心， 有时候很享受孩子对
我的依赖， 有时候也感觉很累。

比如早上我去上班前， 孩子们明
明会自己穿衣服， 但还是会经常撒娇

让我给他们穿， 他们去学校的各类学
习用品也是我给他们准备……因为是
两个孩子， 准备什么都是双份， 辛苦
也是双倍的。 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培养
孩子的动手能力， 比如穿衣服、 刷牙、
整理自己的书和文具、 整理各自的玩
具等， 一点点教孩子们自己料理自己。

我怕孩子们不想学这些， 每次都
会以玩游戏的形式来教他们， 比如我

会说， 宝宝们，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
戏， 看看你们谁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把
自己的小图书整整齐齐摆放到书架上，
或是比赛洗袜子，看谁洗得既快又干净
……然后等他们完成任务后， 我再给
他们一些小的奖励， 就这样， 孩子们
会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对我的依赖越
来越少。 所以说解决孩子的依赖问题
不要想着一蹴而就， 而是要循序渐进。

解决孩子的依赖问题要循序渐进

家长要及早有序放手，为孩子创设独立生活的环境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北京市中小学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小学教师 李青

孩孩子子对对父父母母
过过度度依依赖赖怎怎么么办办？？

林女士 公司职员 儿子12岁

我觉得解决孩子对父母的依赖问
题 ， 一定先要帮助孩子培养兴趣爱
好， 当他有很多兴趣爱好后， 对父母
的依赖自然就会少了。

儿子小的时候比较腼腆， 对我们
比较依赖。 我爱人喜欢运动， 我就会
经常让爱人带着孩子去发展各类兴趣
爱好， 比如我们给孩子买了足球、 篮
球 ， 让我爱人带着孩子去打球 、 踢

球 。 刚开始他的球技不行 ， 慢慢的 ，
练得越来越多， 球技越来越好， 孩子
每个周末都会缠着爸爸带他去打球 。
孩子喜欢画画， 我们从小就带着孩子
学习绘画， 随着画得越来越好， 孩子
对绘画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儿子还喜
欢唱歌， 我们经常一家三口出去唱歌，
在唱歌中交流感情， 亲子关系越来越
融洽……

此外我还会教孩子做饭、 做家务，
周末一起采买 ， 每人做一道拿手菜 ，
然后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其乐
融融。

儿子现在的性格特别好， 我也会
有意识让孩子构建属于自己的 “朋友
圈”， 比如， 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他
有一些一起踢球的小伙伴，有一起画画
的小伙伴，有一起唱歌的小伙伴……他

们周末的时候经常聚在一起玩， 有了
自己的 “朋友圈”， 慢慢的， 孩子对父
母的依赖就少了。

说到底，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家长一定要有耐心，
要慢慢来， 慢慢引导。 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 孩子的独立和自理能力一定
会越来越强， 而家长也会相对轻松一
些。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孩子构建自己的“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