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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必读

异国
之鉴

一天，上初二的女儿小菲向我要 200元
钱，说是想到购书中心买学习资料，我爽快
地掏了钱。 明年就要参加中考，别的孩子都
在努力，我也一直为小菲加油鼓劲儿。

那天下午 6 点，小菲从购书中心回来，
我翻看了她买的几本书， 居然都是唐诗宋
词方面的，我十分诧异。 小菲重理轻文，理
科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 文科却拖了
后腿。 我想也许她意识到偏科的危害，买来
古诗词方面的书要恶补语文了。 然而，事情
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乎我的意料。

那天晚上，我给小菲送水果，她的电脑
屏幕亮着，一看居然是“后宫”游戏的页面。
在我的盘问下她吞吞吐吐地说， 苦学诗词
就是为了给游戏升级。 听女儿说了实情，我
生气地指责她不该在这个时候沉迷游戏。
孰料，小菲却振振有词，这种“后宫 ”游戏
在中学女生中很流行， 参与者可以通过加
分升级成为“皇后”，向“皇上”请安能加分，
侍寝 3次者加 10分。 参与者还可以通过考
试升级，由“皇上”出题，考试内容包括习作
诗词、宫廷知识问答等。

听女儿解释了游戏的内容， 我担心她
过于沉迷，耽误学习，就禁止她再玩这样的
游戏。 女儿反驳说，通过游戏自学了不少古
诗词和历史知识，对提高语文成绩有帮助。
如果连这样的游戏都不让她玩， 那她对学

习语文就更没有兴趣了。
再过一年就要参加中考了，

虽然这种游戏能促使孩子多读书
增加修养， 但网络游戏中也存在
着不少负面的东西，“后宫” 游戏
里伺候“皇上”是全方位的，甚至
包括虚拟侍寝、生孩子等内容，这
让我寝食难安。

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向一些
教育专家学习， 认为女儿玩“后
宫” 游戏弊大于利， 必须正面引
导。女儿上的是重点中学，班里学
习竞争激烈， 无形中增加了她的
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不能以玩游戏的方式去
排遣，要用健康、有益的方式为女儿减压，引
导女儿远离“后宫”游戏，必须利用一些让她
能接受的方式。

女儿班里学习竞争激烈，月考、期中考试
每次都要排名，她的心理压力比较大。 为了让
女儿放下思想包袱，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我
和老公决定给女儿减压， 关注她的变化,常
常安排一些陪伴的亲子活动， 尽量避免她依
靠玩“后宫”游戏减压。 我们还和女儿一起探
索适合她的学习方法，帮她提高学习效率。因
为中考体育占 70 分，有跳绳、篮球、跳远、800
米赛跑等项目，为此，我和老公为她设计了一
些趣味运动游戏， 晚上或双休日女儿学习疲

倦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带着
篮球、跳绳，到篮球场进行投
篮、跳绳比赛，投篮命中率高

者有奖，低者罚做俯卧撑。
女儿重理轻文一直是我和老公头疼的

问题，而她被“后宫”游戏吸引主动去学习
古诗词这一点给了我们启发。 老公想出一
个点子：每天晚饭后举办“家庭讲坛”，时间
为 40分钟，分系列开讲。老公是学文的，一
些典故信手拈来， 对历史事件又有自己的
独到见解，让女儿很是钦佩，这也提高了女
儿学习文科的兴趣。

如今，昔日痴迷的“后宫”游戏早被女
儿抛在脑后。 女儿的这段经历让我感触颇
深：对于孩子来说，迷恋游戏的背后肯定有
许多原因，只有对症下药，找出解决方案，
才能把孩子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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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李女士： 我是个单亲
妈妈，女儿现在读一年级，我和
她爸爸离婚了。 她最近经常问
我“爸爸怎么不回家”，我到现
在还没告诉孩子事实， 怕对她
以后的成长造成阴影， 对未来
的生活失去信心。 这个问题一
直困扰着我， 我该怎么向孩子
解释我和她爸离婚的事实呢？

湖南第一师范附属第三小
学心理老师金泉池答： 著名演
员宋丹丹在离婚时对儿子说：
“爸爸妈妈不再相爱了，所以要
离婚。 但是你要记住爸爸妈妈
都是爱你的。 ”我认为她的做法
是可取的。 一些父母往往小视
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早在父
母因感情破裂频繁“冷战”的时
候，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因此， 离婚的父母对孩子最好
实话实说， 让孩子明白离婚只
是父母的选择， 并不会影响到
父母对他的爱， 从而帮助孩子
正确的面对现实， 理解父母的
选择。

其实， 告诉孩子“父母离
婚” 并不难， 难的是孩子以后的家庭教
育。 所以，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对待这些
变化， 对单亲家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好
思想准备。 如果家长能以积极的态度去
面对困难， 孩子有了安全感就不会感到
自卑。 离异的家长在做好应对困难的同
时， 也不应过分地去渲染离异家庭的困
难，以及父母离异的孩子可怜；更不要给
孩子灌输一些偏激的说法和观念， 不要
让父母间的怨恨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如
果孩子还不懂事， 他们就会对父母中的
一方产生隔阂；如果孩子有独立思考、分
析问题的能力，就会认为家长很自私，甚
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单亲家庭子女教育
问题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每位单

亲家庭的家长都应该以正常
的、 健康的心态来对待孩子的
教育。 刘芬 /整理

□ 参 差

女儿迷上“后宫”游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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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Nina� 5 岁前是个超级恐龙
迷， 俨然一个恐龙小专家， 恐龙的名
字、习性、化石等都门儿清。 我就给她
买来各种恐龙书籍， 下载各种恐龙影
片，带她去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馆，还
带她参加博物馆举办的考古活动。 有
一天，我带她到古生物馆时，顺道去了
旁边的北京天文馆。这个无心之作，竟
然成就了她到目前最大的爱好。

天文馆有许多生动直观的影片。
《奇妙的星空》第一次让她对星空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而《银河铁道之夜》唯
美的星空画面吸引她一遍又一遍地观
看，甚至可以唱出影片中的日语歌曲。
从此她成了天文馆的常客， 而我购物
车的书籍也从恐龙变成天文。 如果说
家庭是孩子兴趣的启蒙环境， 那么各
类博物馆可以弥补原生家庭的先天不
足，为孩子打开另一片天空。

孩子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兴趣，
很多时候要看家长的付出。 Nina很快
从一名天文爱好者衍生出了新的爱
好———天文摄影。从那以后，每次外出
旅行时， 我的行李箱就多加了重达四
五十斤的摄影器材。 这些精细设备不能托运，只
能靠“扛”。 到达旅行目的地时，每次外出也都是

“扛”着。 而为了能拍星，我一般都会把住宿订在
光污染小的郊区或者有特殊景点的地方。 有时因
为天气因素根本见不到星空，生生地白白负重旅
行。 但是，与拍星过程的辛苦比起来，这些都不算
啥。 关键是夏天夜晚拍星会遭受蚊子的攻击，冬
天要忍受天寒地冻的痛苦。 有一年冬天，我带她
在呼伦贝尔草原拍星， 夜晚 -30℃的气温真是滴
水成冰。 拍星经历磨炼了她的意志，意外的收获
和奖励不断鼓励她继续努力，而每次旅行中拍摄
的星空照片，也成了她旅行中特殊的记忆。 现在
天文摄影已经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

习惯就是成长的表现。 一旦孩子的爱好成为
一种习惯， 大人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尊
重他们的智慧。 我一直认为孩子比大人优秀，大
人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被世俗同化，形成的思维定
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在某
些道德和智力方面，大人如果能变成“小孩”，事
情就简单多了。

教育学家杜威说，孩子的未成熟状态就是他
们成长的力量，是发展的“可塑性”。 但是，现实生
活中，我们这些大人总喜欢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孩
子指手画脚， 还美其名曰为了孩子少走弯路，殊
不知已经剥夺了孩子通过尝试学会学习的机会。
女儿刚开始拍星时，我总喜欢在旁边“参谋”，但
是我很快发现，虽然开始她会出现完全失败的照
片，但逐渐地，她的对焦、参数尤其是构图远远超
出了我的构想。 所以，现在她拍星时，
我只负责扛设备、 收设备。 我的信条
是，不在孩子面前摆架子，因为我期待
她有一天能超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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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 9 岁的儿子带到美国， 送他进那
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 我就像是
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
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所学校与国内
的学校有太多不同， 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
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
3 点就放学回家， 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
教科书。

美国老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
四年级课本后， 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
你，六年级以前，数学不用学了。 ”面对她充满
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
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
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
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
一片哀伤。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
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
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
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
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
的标题， 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
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
吗？ 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
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
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
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
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
也没有了， 我真不知道让一个 10 岁的孩子去
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
一种什么结果？ 只觉得一个 10 岁的孩子如果
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
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 没想
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 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
曲黄河到象形文字， 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
……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
方式，那时，我 30岁。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
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
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

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
“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
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
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
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
议员的前期训练。 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
地寻思其中的道理了。

后来，我明白了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
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
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
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
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
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
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 ” 老师笑着说：

“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
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
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
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
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
一个人知识丰富， 也不会让一个人
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

我儿子在美国小学受到的教育
□ 卓 娅

父母总爱用大人的思维教育孩子，可是，孩子内心的
声音，你听得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