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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以来， 世界各国推出的幸福
指数幸福值排行中，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 5
国无不高居榜单前列。

瑞典有句老话：钱是可以储存的，而时
间是不能储存的，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
一生的生活质量。 被房子、车子、票子充满
的人生，和被孩子、妻子、园子充满的人生，
北欧男人选择后者，因为他们要的是品质，
而不是物质。

如果你有孩子，而保姆费用特别昂贵，
你会选择去外面多找一份工作挣钱给孩子
请保姆，还是辞职回家自己带孩子？

在瑞典，很多男人无一例外选择后者。
也许有人会说， 那是因为他们有一年的带
薪产假，政府鼓励生育。 但是，他们会说孩
子跟父亲在一起能培养好的个性。

Fredrik 是一家商场的会计师， 他说：
“我一天不看见我的孩子， 不给他讲故事，
不在他的小额头上亲一下， 我就什么都做
不了，人生没有意义了。 如果错过了孩子叫
第一声‘爸爸’，我可能恨不得撞墙。 ”

很多奶爸在公共场合坦然地用奶瓶给

孩子喂奶，一点都不觉得尴尬，甚至连瑞典
机场的男用洗手间里都有专门给婴儿换尿
布的操作台。“我们并不是‘家务男’，而是
‘居家父亲’，‘居家父亲’ 应该成为孩子心
目中最棒的爸爸，还要能有自己的创意，营
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 让孩子身心健康
地成长。 ”做过 8 年家庭主男的 Fredrik 补
充。

瑞典奶爸们认为， 最好的时光就是孩
子们在睡觉之前爬上膝盖， 向自己要一个
拥抱。 这种时候，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
感，非常幸福。 对瑞典男人来说，孩子不是
男人在寻求成功过程中的一个背景， 而是
一个男人生活品质最重要的部分。 晚上 7
点到 10 点是他们的 Family� time（家庭时
间），而且是不开电视机的家庭时间，大家
都回家晚餐、聚会，很少人在外流连。 而每
天早上，父母百分之百会陪小孩吃早餐，情
非得已的话，也会有一个人陪孩子。 父母约
孩子出门是欢天喜地的事， 即使 80
岁的老父母打一通电话给 60 岁的
老孩子相约出游，也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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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学家哈塔布曾说：“预测一个
孩子成年后的生存能力， 不是看他现在的
学习成绩，也不是看他乖不乖，能不能遵守
课堂纪律，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看
孩子能不能跟其他孩子合得来。 ”一个孩子
童年交往能力的形成对其成年后的生存和
发展有着重要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影响。
但在培养孩子交往能力的过程中， 家长切
忌做孩子交往的“负向标”。

只重分数，不重社交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道出了应试教

育下唯分数论的现实问题。 无论家长是否
认同，只要孩子进入小学，分数几乎成了衡
量孩子好坏的唯一的标准。 于是，很多家长
把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孩子的学习成绩
上。 其实，好的成绩是植根在良好的生活态
度、意志品质、学习习惯、情绪能力和社会
性等基础上的，而形成这些品质、能力最有
效的途径往往就是孩子之间的交往， 而不
是单纯的学习。

如果我们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孩子一
生的发展，往往会发现，真正决定一个人一

生成就的，其实并不是分数、学历，而是这
个人的价值观、视野和心胸交往能力、思维
模式和合作精神等。

过度重视关系，忽视孩子的自我提升
相比于只重视成绩， 不重视孩子交

往的现象， 现在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相反
的现象，过度重视同学交往，甚至出现了
“拼同学”现象。 有报道称，一位家长为让
孩子结识优秀同学，花 8 万元上了名校。
家长说：“我让他上名校， 并非要让他学
习多好， 而是让他交一帮名校里的优秀
同学，我儿子有了这些同学，就有了强硬
的关系网， 以后在社会上办个啥事情不
是很容易的吗？ ”

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父母向孩子传递
了一种狭隘而世俗的价值观： 人和人之间
只是彼此利用。“拼同学”并非一厢情愿就
可以实现的， 关系的利用都是相互和对等
的， 关系网并非通过无偿的方式就可以取
得。 你自己什么都不是， 别人凭什么让你
“拼”？ 孩子的社会性、合作精神和分享能力
等方面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

过度干涉孩子的朋友关系
“孩子总是被同学欺负，告诉孩子不理

那个同学，可孩子还是和他玩，该怎么办？ ”
“孩子的同桌爱占便宜，有心计，我告诉孩
子防备着同桌，可孩子不在意，怎么办？ ”家
长总怕孩子吃亏， 于是就习惯用自己的价
值观、是非善恶去决定孩子与谁交往，交往
到什么程度。 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
在剥夺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孩子的交往中， 只要没有严重的肢
体冲突，做父母的最好不要干涉，让孩子自
己去解决， 任何一种经历对成长中的孩子
而言都有它的独特价值， 即使受到一定的
挫折、委屈，也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不
要用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去控制孩子
的朋友关系， 那样只会阻碍孩子社会性的
发展和多元化思维， 导致孩子以后与人交
往时以和自己不一样为理
由， 把孤立其他孩子当作合
理的事情， 同时也会导致自
己慢慢被孤立， 这无益孩子
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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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是家庭聚会的日子。
外甥拿着他的作业本， 兴匆匆
地跑来问我：“舅妈，‘meng-
meng� da’3个字怎么写？ ”

当时我一头雾水。“就是很
萌，很可爱的意思啊。 ”他一边
将作业本递给我看， 一边解释
道。 我接过作业本，原来有一道
语文题，说的是根据例题，写出
3个形式结构相同的词组。

我顿时明白了， 他说的是
当下网络里流行的“时尚语言”
———萌萌哒。 于是，我便问：“除
了萌萌哒， 另外两个词组你想
出来了吗？ ”

他稍微想了一下，回答道：
“还有么么哒、美美哒。 ”

翻看了一下外甥的作文
本，“蓝瘦”“香菇” 等网络语言
都出现在了他的作文中， 我不
禁有些许担心。 如今这个网络
时代，网络语言被追捧为一种“时尚”，连三
年级的小学生也来追赶潮流了。 然而，这不
能怪孩子，网络的影响无处不在，他们又生
活在如此的环境中。

于是， 我就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外甥听，
说我最开始也喜欢用网络语言，但直到自己
尝试写作时，才发现只有“规范用字”才能更
好地表达我的想法，也知道了“规范用字”的
意义所在和重要性。

外甥似懂非懂地看着我。我突然灵光一
现，问他：“你用信纸写过信吗？或者说，你收
到过别人寄给你的信吗？ ”外甥茫然地摇摇
头。 我笑笑问：“那以后舅妈给你写信，你给
舅妈回信好不好？ ”他怯怯地说：“我不知道
写什么。 ”

我略一思索，拉着他坐在身边说：“其实
很简单的，把你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写出来告
诉我就可以了呀。 如果还是不懂，舅妈建议
你多看一些书，你喜欢什么就看什么，如果
能看名著，是最好的了。 在书中有你喜欢的
话，你可以摘抄给我一起分享，并告诉我你
为什么喜欢这段话。 ”

他勉强答应了， 本来我想趁热打铁，给
他来个规定， 写信的时候不许用网络语言，
后来想想，堵不如疏，何况已经给他布置了
读书的“任务”，这个网络用语还是以后留在
信中慢慢引导吧。

现在， 外甥坚持着每周给我写一封信，
在家庭聚会的日子里，他会亲手交给我。 虽
然，信写得还是很稚嫩，但是，拿出最近的信
和第一封信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了
进步，当然作文水平也提高了不
少。 而在信里，他几乎没有再用
过一个网络语言，这就是我要的
效果。

儿子一直对拼积木特别感兴趣， 到上小
学四年级的时候还乐此不疲， 而他最钟情的
积木偏偏是价格昂贵的进口品牌， 经常一套
就要花掉我几百元钱， 每年不买几套他就会
不高兴，我自然不会满足他的全部要求。 有一
次儿子竟然振振有词地说我摧残童心， 还郑
重其事地教育我：“挣钱不就是为了消费吗？
反正上班就会有钱的， 消费掉再去挣就是
了。 ”原来小家伙把挣钱想得如此容易啊，看
来有必要让他了解一下妈妈的钱是怎样挣来
的了。

我是一家企业电视台的编辑， 征得领导
允许后，我带着儿子去上班。 一大早，儿子就
被我从床上喊起来，匆忙吃过早餐赶到单位，
刚好赶得上签到。 看着我们的签到簿，儿子不
由地感叹：“怎么上班还和上学一样严格啊？ ”
儿子一直以为上班是很自由的一件事呢，我
给他解释说这就是劳动纪律， 没有严格的纪
律哪能干好工作。

屁股还没坐稳， 就陆续有通讯员送稿子
过来，每个稿子我都要仔细地通读，在厚厚的
一沓稿子中选取当天晚上要用的新闻； 然后
将选用的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甚至为
一个合适的标题绞尽脑汁； 最后一一填写稿
签交给台领导审阅。 一个上午就在这种忙碌
和琐碎中度过，接着记者的稿子又陆续跟上，
甚至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抽不出。 儿子自然把
这些也看在了眼里， 悄悄对我说：“原以为妈
妈上班只要打打电脑就一切OK了呢。 ”

到下午 4 点半，一切前期工作已就绪，我
们制作部的几个同事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串
新闻。 演播室和编辑室外来人员不准进入，我
让儿子在办公室等着。 儿子不时悄悄到编辑
室门外看一下， 我们各自在编辑机前埋头忙
着自己的活儿。 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有个会
议稿正在回台的路上，要求必须当晚发出去，
看来又要晚回家了。 6点半儿子玩游戏都觉得
没意思了，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同事们从抽屉

里拿出各种各样的小食品让他吃。 我告诉儿
子，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晚吃饭是常有的事，
所以每个人都会准备一些零食放在抽屉里，饿
的时候填填肚子。

那天回家时已经快 7点半，离我们的新闻
播出时间只差一刻钟了。 回家的路上，儿子对
我说：“没想到妈妈的工作这样辛苦呢。 ”

以后，我也有意地给儿子讲些挣钱不容易
的道理。 从那开始，儿子有什么大的消费总会
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目的达不到当然也不再
像以前那样乱埋怨。

给
外
甥
解
网
络
语
言
的
“毒
”

□

李
唐
瀚
玥

“张老师，不好了，邓昊又打
老师了，还骂了语文老师。 ”第四
节课快下课时， 班长魏阳急冲冲
地跑进了办公室。

笔者急忙赶去教室了解情
况，邓昊很快承认了错误，并写
了一份保证书。 这是个特别“顽
劣”的学生，人其实不笨，但家庭
教育跟不上， 父母长期不在家，
要么不管，要么拳脚相加。 从三
年级开始，他就跟好几个老师动
过手。

静心想想， 群里总有家长告
他的状，说他又打谁了、又撕谁的
书了、 又带领男生爬围墙了……
我听得头都大了。 3 个月了，我一
次都没喊他发过言。 他交不交作

业，我也很少过问。 这一切，学生们都看在眼里，
从而加剧了对他的排斥、蔑视。

他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尊心”，才跟同学们
和老师对着干的呢？我内心突然触动了一下。以
前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呢？ 于是，我开始细心
观察他的优点，发现他长得结实、力气大。 有一
次，学校来了一批新书，我大声喊道：“邓昊，你
当队长，负责把书搬到四楼图书室。 ”一开始，他
不太相信，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高兴得跳起来，
飞一般地跑出教室，指挥同学们大干起来。 书搬
得又快又好，事后，我大大地表扬了他。

从那以后，班上有跑腿的事，我总是叫邓昊
做。邓昊也渐渐地感觉到了老师的关爱，每次都很
积极，好几次还问我：“老师，要不要我做什么事？ ”
小个子女生也开始愿意找他帮忙拿重物、 搬课桌
椅。

全班调动座位的时候， 我又特意把邓昊的
座位排到讲台旁边，并给他分配了上、下课时间
段擦黑板的活。 为此，他还高兴了好几天，黑板
也擦得及时、干净。 上课时，我假装无意地抽他
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一旦他答对，我就让全班同
学给他最热烈的掌声。 慢慢地，他竟开始天天交
我布置的数学作业了。

他耐力好， 跑得快。 一次班上组织跑步比
赛，他竟在男生中获得了第一名。 领奖时，他的
脸上乐开了花。

为了让他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我又去跟
学校的体育教练求情， 让他破格参加学校的足
球队。 他有了目标，力气也有了用武之地，打架
捣乱的事情就少多了。

我的行动让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同
学和老师的关心、鼓励、友爱以及认
可。 有一次，语文老师主动找我交流
班上情况，说起邓昊的近期表现，还
竖起了大拇指。

不做孩子交往的“负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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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男人乐当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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