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家是做超市生意的， 这可方便了女
儿，吃什么零食、喝什么饮料，她自己就去货
架上取。 女儿渐渐长大，大手大脚、攀比浪费
的毛病越来越严重， 虾条拆开后没吃几个就
扔了， 牛奶喝两口不对她的口味就搁在一边
了，玩具想要什么就随便打开，根本不听大人
的招呼。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当家不知柴
米油盐贵，超市里的东西虽然是自家的，但都
是有成本的，玩具也不是多多益善，太多了就
成了垃圾。 我得想个法子让女儿知道父母赚
钱的不易，让她知道花钱得量力而行。

我们一家三口的早餐以前都是我每天早
晨出门去买， 现在我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交给上三年级的女儿， 并按每人 5 元的标
准把一天的早点费交给她， 还另付她 2 元的
劳务费。

一下子拥有那么多可自由支配的钱，女
儿乐坏了。第一周很不错，她能买回每天不重
样的早餐。 慢慢地，问题来了。 有一天她买回
来包子和稀饭，可我数来数去都差两个包子。
我问女儿：“你路上吃了两个还是老板少给了
两个？ ”“没有，我少买了两个，少吃两个包子
有什么关系。”女儿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剩下
的 2元钱呢？ ”我脸一沉，声音不由自主地提

高了。
女儿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小声说：

“我买头花了，门口那个老奶奶卖的头花很漂
亮，需要 2元钱。 ”“好，你今天别吃包子。 ”我
故意不看女儿，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我
虽然于心不忍，但做错事就得承担后果，不能
惯着她这毛病。

事后，我告诉女儿：“你可以想办法节约
早餐费用，但不能影响早餐质量。”女儿若有
所思。 我们一家三口都喜欢喝豆浆，女儿渐
渐学会货比三家， 袋装豆浆比盒装豆浆便
宜，生豆浆比热豆浆便宜……这样，节省下
来的早餐费都进了女儿的荷包，充当她的零
花钱。

一天晚上，女儿凑过来和我商量：“妈妈，
我们可以在家做早点， 这样可以省一大笔
钱。 ”我望着她，不知道她的小脑袋瓜里打什
么鬼主意：“早晨的时间很紧张， 妈妈没有时
间。 ”“我可以早起半个小时煮稀饭、 煮方便
面。 ”我以为女儿一时兴起说说而已，没想到
连续几天她每天晚上定好闹钟， 早晨在电磁
炉里煮方便面，打荷包蛋，或者晚上泡好八宝
米，早晨煮粥。方便面、鸡蛋、米等食材都是超
市里现有的，早餐成本立刻节约了一半。当然

大部分时间是她来安排，我承担操作，但女儿
的开源节流仍然让我欣喜万分。

如今，我带女儿逛商场，她再也不看到什
么要什么，对于必需的学习用品，她都要先看
看自己的储蓄够不够支付， 考量一番再做定
夺。征得我和先生的同意后，她还把家里半新
的玩具拿到小区花园摆摊卖给小区里的小朋
友。

女儿在当家理财的路上循序渐进， 学会
了珍惜节约，增强了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懂
得了理财规划和合理运用。

女儿明明放学回来交给我一枝鲜艳欲滴
的红玫瑰，还叮嘱我把它插进她最喜欢的花瓶
里。 买花在我们家是很平常的事，因此我便以
为这是女儿买的，一点也没有多想。 晚上，我突
然想起女儿身上没有带钱， 便不禁问了一句：

“哪儿来的玫瑰？ ”
女儿说：“空空送我的。 ”
“他为什么送你？ ”话一出口，我就为自己

的鲁莽有些后悔。 可女儿却很坦然地回答：“他
说他爱我。 ”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 找女儿谈谈，告
诉她不能随便接受男孩子的礼物，玫瑰就更不
能要了。 可转念又想，女儿才 8岁，她一定以为
这样的事很平常，我如果郑重其事地跟她谈这
件事，她会不会还觉得我奇怪呢？

我找朋友聊起此事，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经
验，朋友也正为儿子烦心。她 9岁的儿子京京迷
恋同班女孩菲菲已经很长时间了，京京把菲菲
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放学回家都取出来
看。 京京还向妈妈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他期末
考了双百分，妈妈就奖励他一个相框，他要把
菲菲的相片装进去，放在床头。 最近京京常常
焦躁不安，不是为菲菲受别人欺负自己无力保
护她而自责，就是为自己那不雅观的小名被菲
菲嘲笑而烦恼。

听了此事， 我又想起了女儿带
回家的那枝玫瑰花， 觉得不能再对
此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我必须做
点什么。于是，我找到了女儿的班主
任安老师。

当天下午，安老师开了一个关于“爱”的主
题班会。安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字———爱，
然后让同学们讨论：人与人之间有哪些爱？孩子
们踊跃发言：“爸爸妈妈爱我是父爱和母爱”“我
爱长辈和老师是敬爱” ……安老师把话题引向
“你最喜欢的同学是谁”时，点名要空空回答。空
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爱明明！”全班同学哄堂
大笑，明明的小脸都红透了。安老师又问：“为什
么？”空空说：“因为她可爱。”安老师继续问：“还
有呢？”空空想了想，说：“她遵守纪律，学习好。”
安老师这才点头说：“对啦，明明因为纪律好，学
习好，所以空空喜欢她，老师喜欢她，全班同学
都喜欢她。这是什么爱？ ”同学们齐声回答：“友
爱。 ”

我很庆幸安老师帮我解决了心里的苦恼，
教会女儿和同学在面对懵懂的感情时保持健
康的心态，我至今仍对安老师心存感激。 我也
想提醒家长们，在遇到此类问题时既不可大惊
小怪，也不能不闻不问，最好能得到老师的帮
助，及时进行疏导，避免问题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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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过新加坡教育署
长的陈新仪女士认为，家长不
仅要以满腔的爱心爱孩子，还
要教会孩子爱别人。 要教育孩
子爱父母、爱长辈、爱老师、爱
同学、爱自己的学校等，如果
一个孩子从小只知接受别人
的爱心，而从不知道以同样的
爱心对待别人，那他长大以后
只会成为感情上的白痴，这样
的孩子最终将会被家庭和社
会厌弃。

陈新仪有两个儿子，一
天，哥哥和弟弟在玩“飞人”游
戏，他们兴奋地在每个房间窜
来窜去， 在沙发上跳上跳下，
大声尖叫欢呼，直到深夜也不
肯上床休息。 陈新仪没有照通
常父母的做法上前呵斥孩子， 然后一手拽一
个，命令他们立即上床睡觉。她悄悄地关掉电
视，关掉房间的大灯，蹑手蹑脚地开始收拾凌
乱的玩具，并冲孩子们竖起食指嘘了一声，小
声地说：“爸爸工作很辛苦，今晚要早点休息，
我们可不可以暂时停止玩游戏， 让爸爸好好
睡一觉，明天上班才会有干劲。 ”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但显然玩
得正在兴头上， 对身边的游戏玩具都恋恋不
舍。于是陈新仪允诺不急着将玩具收拾起来，
而是先搁在一个大盒子里，等明天再玩，并且
还极力表扬他们体贴父母、有孝心。孩子们于
是高兴地去跟爸爸说“晚安”，乖乖地回到自
己的卧室去了。

家长要培养孩子爱父母和其他人的情
感，要给孩子表达情感的机会。譬如要让孩子
知道父母工作很忙， 自己在家里玩耍时不能
影响父母的休息；要关心父母的健康，尊敬年
迈的爷爷奶奶，并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和同伴一起游戏时能和睦相处，互
助友爱； 愿意为邻居、 同伴做好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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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学校要举行拔
河比赛，儿子被选中，高兴
极了。

比赛那天，儿子放学回
家，我马上问：“拔河情况怎
么样？你们班赢了吗？”儿子
却气呼呼地说：“倒霉，每班
临时减掉 5个人，我被减掉
了！ ”儿子紧接着又加了一
句：“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班没赢。 拔河时，他们
喊加油，我就喊漏油！哼哼，
没赢，正好！ ”

我明白儿子的小心思，
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
拉过儿子，认真地对他说：

“一个人，不仅自己成功了高兴，集体
成功了更要高兴， 别人成功了也要祝
福才对。 你想想， 你去年参加唱歌比
赛，你们班的同学都为你祝福；你上次
参加跳绳比赛， 也有那么多的人为你
加油鼓掌。你们是一个集体，每一个人
都是集体的一份子， 都应该是想方设
法为班级争光， 比如不能参加活动的
同学可以喊加油、鼓掌，或帮助那些参
加比赛的同学拿拿衣服、递递水，都算
出了一份力，这同样也很光荣呀！ ”

儿子有些羞愧， 他回忆起上回自
己参加跳绳比赛， 有的同学替他抱衣
服，有的同学给他递了纸巾擦汗。儿子
抬起头对我说：“妈妈，我懂了，我今天
做得实在太不对了，不该光想着自己，
忘了集体的荣誉。 ”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家庭的“中
心”，又多是在宠爱赞扬声中长大，致
使许多孩子从小就养成以自我为中
心的毛病，不懂得感恩、包容、迁就别
人，遇事时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甚至
都不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盲目嫉
妒抵毁，只能接受掌声和赞许。 作为
家长，我们更应该告诉孩子真心地为
别人祝贺，为别人的成功鼓掌，告诉

孩子祝福别人也会给自己
带来快乐的道理。

女儿懵懂的爱与老师巧妙的引导
□ 梁苹

父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中，可能会影
响儿子的成长。据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的学者通过对 1400多名澳大利亚儿童进行研
究后发现： 如果父亲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55
个小时， 他们的儿子很有可能成为不良青年，
经常打架、闹事等。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当父亲工作时间较长
时，孩子放学后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监控。 一
些证据表明， 青春期前的男孩比女孩更难管。
研究还发现， 父亲的工作时间对女儿影响不
大， 母亲的工作时间对儿子的影响也微乎其
微。

这项研究成果显示：虽然近些年来父母与
孩子相处的时间有所延长，但亲子相处的时间
和质量仍然难以保障。公共政策也应关注父亲
长时间工作对儿童情绪健康造成的
负面影响， 促使他们承担更多的养
育责任。

长沙市李女士咨询：儿子 6 岁，长得壮壮
的， 却特别爱哭， 一点小事情就哭个没完没
了，怎么哄也哄不住。 所以孩子爸爸经常哄着
哄着就被惹恼了，恨铁不成钢地打儿子屁股。
有时候我也很烦，有什么委屈就说，可以讲道
理嘛，但儿子就是爱哭。 请问我该怎么引导儿
子？

长沙师范第一师范附属幼儿园心理教师段
遥答： 孩子哭泣行为往往是某些问题表面化的

结果，哭只是表现的行为，孩子内心一定有某种
情感在活动。 家长应该把着眼点放在理解孩子
情感上，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比如孩子哭泣，
有时是悲伤的情感在起作用，有时是因为恐惧，
无论哪种情感波动，都是希望父母安慰他、同情
他，是幼儿的依赖心理所致。

当孩子哭泣的时候，父母不要只劝其不哭，
而应该询问他哭泣的原因， 进而揣摩孩子内心
的感受。父母一定要明确地表示，爸爸妈妈对你

的内心情感非常理解，也就是说，把孩子需要的
情感反馈过去。一般孩子会在此时停止哭泣，因
为他的诉求得到了认肯，然后再对其进行说教，
告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理。 父母坚持用这
种方法，相信爱哭的宝宝会逐渐克服这个毛病，
因为他的内心会在父母的支持和理解下强大起
来。 父母不要用成人的大道理去批评
孩子， 因为 6 岁的孩子还不能完全理
解成人的道理，也是他不需要的方式。

父亲工作狂
儿子爱打架

□ 臧恒佳

家长
必读

儿子老爱哭，我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