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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之外

! ! ! !近日，在康定中学的一堂校本德育课上，
每位学生都拿到了一本《爱让更多的生命之
花绽放》的连环画。而这本连环画的主人公正
是授课老师、来自静安区教育学院的志愿者
陆少明。他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感悟画成漫
画，希望能给学生带去“正能量”。

!"#$年 %月，陆少明从云南支教回来后，
成为康定中学的志愿者。“学生缺的不是智
商，而是积极的情感，一些学生对学习没有热
情。我就一直在想该如何激起他们对生活和

学习的渴望。”去年，陆少明想到了一个点
子———自己曾做过农民、军人、工人，虽然只
有初中文化，但通过努力自学考上了华东师
范大学的研究生，三十年在逆境中奋斗成长
的故事不知道是否能够画成连环画，给学生
们送去“正能量”。

于是，他自掏腰包，花费一万多元出版了
这本《爱让更多的生命之花绽放》的连环画。
连环画共 &"幅，分三个主题：孝敬长辈篇、求
学进取篇和建树爱心篇，由静安区威海路第
三小学美术教师作画而成。

学生小杨说，以前看连环画，里面的人物

往往都是历史中的英雄，距离很遥远，但现在
看到的连环画主人公却是身边的老师。“看了
连环画觉得很亲切。”

参与图画文字撰写的上海市第一中学教
师肖朵朵说，现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但陆少
明却自费上万元把自身有意义的事画成连环
画，并坚持无偿给学生上课。“这对我们青年
教师来说，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是身边鲜活的
人，同伴人格影响往往是无穷的。”

本报记者 马丹

! ! ! !谁阻断了亲子沟通的“桥梁”？由团市委
指导，黄浦区团委、$!'((上海青春在线青少
年公共服务中心主办的“凝聚力量·关注成长”
“$!'((在行动”系列公益活动黄浦专场，日前
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举办。咨询师们说，原以
为临近高考，寻求减压的学生和家长会比较
多，但实际上，亲子矛盾仍然是咨询热点，甚至
有家长希望孩子成绩好些而长得丑些。心理咨
询师顾凯宪说：“不仅青春期是亲子矛盾高发时
期，老年人也容易和子女发生亲子冲突。”

放下架子认个错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变化最激烈的时期，

也是产生心理困惑、心理冲突最多的时期。现
场接受咨询的专家认为，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自己的孩子，更不知道自己的一些语言和行
动会对青春期的孩子产生很大影响。一位母
亲就焦虑地和咨询师说，女儿今年 $$岁，因
为长得漂亮总有一群男生围着。“我宁愿她长
得丑些，成绩可以更好些。”
“焦虑的家长越来越多，他们时常认为是

孩子出了问题，实际上是家长的心态病了。很
多语言如果运用不当，会影响父母与孩子的

关系，也会对孩子心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比如，家长和孩子在争论一个问题，家长往往
不愿意去倾听孩子的心声，他们会习惯性地将
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孩子，并武断地认为孩
子的想法是幼稚、错误的。”一位心理咨询师
说，当家长意识到自己错了，应放下架子，勇于

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不要怕丢脸。
当孩子遇上学习问题，亲子沟通其实是更

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旦孩子学习出了问
题，家长想到的是马上去寻找老师。但沟通不应
该仅限于和老师之间，亲子沟通才是最重要的。
父母要多去了解孩子在想什么，然后用自己的

语言和行动去引导孩子往健康的方向成长。”

不妨偶尔示示弱
“儿子大了，反而和我看上去疏远了。我

们住在一起，我时常讲话小心翼翼，生怕惹起
争议。但我实在没法认同他的一些想法。”一
位 &"多岁的父亲坐在顾凯宪面前，一边说一
边摇头。原来他的儿子为了多陪伴自己的下
一代，放弃了在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回沪工
作，使得这位父亲无法理解。顾凯宪说，这样
的亲子矛盾在现在的社会并不少见。“时代变
化，人们对于家庭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其
实，这位父亲遇上的问题正是两代人思想上
的冲突。但从适合家庭发展的角度来看，儿子
做得比父亲更好。”

顾凯宪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
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成年人的亲子矛盾也凸
显起来。“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许多都比较
强势，小时候全部关注都倾注在一个孩子的
成绩上，长大又开始关注他的婚恋等问题。有
时候，这些已逐步步入老年的父母不妨示示
弱，对缓解亲子紧张关系有很大帮助。”

本报记者 马丹 实习生 张灵芝

孩子青春期“不听话”，多数家长焦虑又无奈———

亲子矛盾多是因父母有“心病”

教师花万元出“自传连环画”
用自己成长经历给学生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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