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女儿徐丽是一名品学兼优
的中学生，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她常
躲在自己房间里玩手机。一天，我偷
拿到了她的手机，发现短信、微信中
总是看到“阿辉”这个名字，还夹杂
着“我越来越喜欢阿辉了”“我每天
都想跟阿辉待一会儿”等语句。

我和老公觉得女儿可能和这个
“阿辉”在早恋，我们便拿出她的手
机质问她“阿辉是谁”。 女儿感到十
分委屈和气愤，当天晚上，她便离家
出走了。虽然她最终回来了，我们也
了解到阿辉只是她好朋友家里养的
一只荷兰鼠，并向她道歉了，但是她
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许
多。

信息时代， 手机备忘录或者短
信、微信记录都属于隐私。父母在未
经孩子允许下翻看他们手机中的信
息，这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根
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精神和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成年人有隐私权， 青少年同样有这
个权利。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成
长阶段，心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他们对自己的
生活秘密看得很重，如果这种隐私被他人披露，
对青少年的心理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轻则
使他们忧郁、苦恼、烦躁不安，重则会导致他们
离家出走、仇视社会和他人，甚至做出更极端的
举动。所以承认青少年的隐私权，保护并尊重他
们的隐私权不仅是青少年自身的需求， 也是社
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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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必读

在孟茜眼里，妈妈是一个很厉
害的人物，在家里说一不二，在外
也“吃得开”。

孟茜读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爸爸非常难
得地早早到家， 她高兴地躺在爸爸怀里撒娇，
爸爸告诉她，作业写完就带她出去玩冰灯。 岂
料，父女俩出门时，妈妈沉着脸说：“把作业拿
过来让我检查。”这一查不要紧，妈妈很大声地
说她的字迹潦草， 显然是为了玩应付了事，要
她重写一遍。爸爸发话了：“你能不能对孩子温
柔一点啊，这么凶会吓着孩子的。”孟茜怕父母
为了自己作业的事情争吵，她立刻乖乖回去重
写作业了。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孟茜带发小左莹
到家来玩，妈妈满脸不高兴。等左莹一走，妈妈

不容置疑地说：“我不希望以后再看到你跟这
个心眼多的女孩在一起玩。”孟茜告诉妈妈，左
莹虽然心眼多，但她们两个是发小，在一起玩
得来，各方面可以互补。 爸爸也说：“孩子有孩
子的朋友圈子，你怎么能这样武断地限制孩子
的交友自由呢？ ”妈妈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
战，与爸爸吵了起来。 孟茜在一边大气也不敢
出，只得悄悄躲进自己的房间。

有了这次事件的教训， 孟茜在家里再也不
敢随便发表意见，做事小心谨慎，说话细声细语。

更让人吃惊的是，孟茜在同学们面前也像
变了一个人，总怕自己的言行会给别人带来不
开心。 由于心理长期处于这种忧虑中，严重影

响到了孟茜的健康成长。
心理学家表示， 强势家长对孩子

心理伤害大。 如果幼年时的家庭气氛
过于严肃、专制，孩子就不敢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意见。如果经常得不到家长感情的温
暖和支持， 孩子的性格就容易走向退缩和脆
弱，导致孩子自信心的缺失、丧失个性。

所以，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独立而自由的
空间，营造民主的家庭氛围，不要对孩子期望
过高，尽量放手，让孩子独立去做，这样才有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长强势易致子女心理脆弱
□ 姚扶有

顾百里是德裔美国人，国际知名汉语教
授；其妻郭志苓，婚后从台湾移民美国；儿子
顾皓元，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专业在
读博士。

顾百里的遗憾
六十多年前，父母带着几个月大的顾百

里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但他的父母常批评美
国不好， 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大多是德国人，
包括菜贩和牙医。

上学后，当美国小朋友拉着他一起打球
时，父母却让他读书，因为他们认为打球学
不到什么。 顾百里说：“我记得小学时打球分
队，别的小朋友都不愿跟我一队。 我读书总
是班里的第一名， 但体育方面却是最后一
名。 美国社会很看重美式足球、篮球、棒球这
些体育运动，如果不参与其中，就很不利于
融入身边的朋友圈。 ”

郭志苓的纠结
郭志苓从小在台湾长大， 是典型的中国

传统妈妈，同样认为读书比什么都重要。所以
当儿子顾皓元频繁地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踢
球时，她非常纠结。一天，她看到一则有关“香
港和台湾人指责哈佛大学录取了比他们孩子
分数更低的白人孩子”的新闻，关注到哈佛大
学的回复：我们不只是要成绩好的孩子，我们
要的是什么都好的孩子，包括他的领导能力、
特殊才能、社会服务与合作精神等。

郭志苓意识到儿子在美国出生和长大，
他是美国人， 必然要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妈妈放了手，顾皓元参加课外活动的时间大

幅增加。 他还发起在校义务为同学补习数学
和英语、替慈善组织募款、假期用自己募捐
来的款项去国外做义工等活动。 顾皓元的领
导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先后被同学推选为学
生会主席和校报主编。 这些经历使他在申请
大学时受到了特别青睐。

郭志苓和顾百里的努力
郭志苓是个热情而有爱心的人，而且她

与那个时代所有中国移民一样，有着赢得周
围人和社会尊重的使命感。 顾百里和郭志苓
都认为：社交并不是仅指一起聊天，而应被
当作培养人文素养与合作精神的过程。 这些
都是美国社会特别看重的基本素质，长远来
看，也会对人一生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让儿子皓元有更多的社交机会，交
到更多朋友，郭志苓付出了很多努力。 从皓
元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每年过生日，他们
都会请全班同学来家里玩。 郭志苓说：“我们
会提前准备比萨、饺子、蛋糕、巧克力、冰淇
淋、西瓜等一大堆好吃的。 ”

儿子上学以后，老师经常会布置小组研
究课题。 每到这个时候，郭志苓一定会给儿
子同组的孩子家长打电话，邀请孩子们到自
己家里来。 功课结束后，也一定请他们吃中
国餐，以此帮助皓元建立一个“小中国人”的
积极形象和人际关系。

在父母的影响和引导下，顾皓元不仅学
习成绩优异，更有合作精神，逐渐成为学校
多个社团和运动队的核心人物。 父母的努力
为成就优秀的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异国之鉴

中国妈妈和德国爸爸在美国
□ 李晶

传家风·承家训

15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刘芬 版式：孙哲 校对：杨红章 2018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焦裕禄留给子女的三条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

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交流时表示， 做县委
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他还在不
同场合提到干部要不时用焦裕禄精神做镜子
照照自己。

看焦裕禄的子女回忆父亲给他们留下的
家风———

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能搞特殊化
“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

苦，不能有任何特殊。 ”父亲的话仍回荡在大
女儿焦守凤耳边，这个曾令她委屈不满的“家
风”如今是她的骄傲。

初中毕业后，焦守凤没能考上高中，当时
兰考县几家单位提出为她安排工作， 话务员、
教师、县委干事……一个个体面的职业让十几
岁的姑娘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

“县里头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
定的。 ”焦守凤清楚记得，父亲把她领到食品
厂，还叮嘱厂里不能给女儿安排轻便活。 秋天
里腌咸菜，焦守凤经常要切上一两千斤萝卜，
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来手都会烧出泡，晚上

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里泡着。
“那时候我对父亲很有意见，认为对我不

公平。 ”焦守凤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对父亲
的理解从他去世才真正开始。 ”

1964 年，当焦裕禄病重不起，5 个弟弟妹
妹还小，19岁的焦守凤被叫到了病床前。

“他说没为我安排个好工作，死后也没什
么留给我的， 只有一块伴他多年的手表当做
纪念。 ”让焦守凤更铭记在心的是，父亲要求，

有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
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回忆自己四年级时

有一次听到剧院锣鼓叮当响， 便好奇地从后
门溜进去， 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焦裕禄的儿
子，于是没有买票。 回家后父亲狠狠训了他一
顿，那是他记忆中父亲最严厉的一次。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
特殊。 ”焦国庆回忆，小时候调皮，放学后总在
县委办公室闲逛，工作人员不敢管，父亲得知
后干脆举家从县委家属院搬出去了。

一定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
“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热爱劳动，不能不

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焦守云说，父亲
一有时间就领着他们兄妹几个去劳动， 参加
小秋收、拾麦穗等。“那时候生活艰难，我们还
小，父亲会领着我们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焦
守云回忆。

焦跃进是焦裕禄的第二个儿子， 也是焦
家子女中唯一走上政坛的。 父亲去世时，焦跃
进才 6岁，父亲从小要求子女要热爱劳动。 多
年以后焦跃进走上领导岗位， 仍然不忘劳动

人民的初衷。 兰考县原雷辛庄村支书雷中江
说：“当年焦裕禄书记领着我们在坝头翻淤压
沙、除三害，后来跃进书记领着我们搞增产、
挖河，他裤腿一挽，先跳进河里，大伙都跟他
一起干。 ”

不跟别人比吃穿，要比学习比进步
焦守云回忆，他们姊妹几个，衣服都是大

的穿了小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一直到衣
服穿不了。“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我上天安
门城楼穿的是一件姐姐穿小了的衣服， 而且
袖子上都是补丁摞补丁。 ”

有一次，姐姐对父亲说，同学们都笑我，
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呢， 你看你穿的这个样
子。 父亲的回答焦守云至今仍记忆犹新，父亲
说不能跟别人比吃比穿，要比就比学习、比进
步。“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很严，我们用的笔
记本要换新的话，他都得检查。 非得正面、反
面都写满了，才能换新的。 铅笔用到手捏不住
了，父亲再做一个铁皮的小圆筒，套在铅笔上
继续用。 ”

(综合人民网等)

这段时间以来，关系一向融洽的嘟嘟和
我之间磨擦不断，气氛有些紧张。

晚上八点半，我看着书桌上胡乱摊开的
书本作业，还有站在一旁投入地玩着悠悠球
的嘟嘟，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冒上去，声音
提高八度：“你怎么回事啊， 这都几点啦，让
你收拾书包，跟你讲了几遍了……”

本来正在全情投入的嘟嘟，被这突然的
连珠炮给打懵了，冲着我嚷起来：“我作业做
完了放松一下不行啊？我们班同学约好明天
跟隔壁班进行悠悠球决赛， 我希望我们能
赢。 今晚我再练习一下有什么不对吗？ ”

听他说得倒像有理的样子，但做妈的气
势上怎么能输给这个娃娃？我接着质问：“这
个比赛有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可以不睡觉
啊？ ”谁知，嘟嘟振振有词反驳：“在我看来，
就比睡觉重要……再说，我又没说不睡觉！ ”

在妈妈眼里， 孩子哪怕多睡半个小时，
也意味着“精神好，身体好”；在嘟嘟眼里，这
半个小时可以让他复习“绝招”，明天比赛才
胜券在握。

双方因为观点不同，加上没有能够很好
沟通，这样的口角战，随着嘟嘟年龄的增长，
变得频繁起来。

终于有一天， 这个 7 岁的小男子汉与
我发生争论， 在我被他的强词夺理搞得很
不耐烦、正想以“不许顶嘴，按我说的去做”
来收场时， 他彻底爆发了。 他质问我：“妈
妈，为什么总要听你的？ 为什么总是你说的
对……”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强压政
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日渐
长大， 逐渐有了自己想法和观点的孩子，他
需要的是平等对话。

于是，我从网上恶补有关悠悠球的相关
知识。 当我用假装无意的口吻，跟他聊到诸
如“光子精灵”“冰魄”“雪灵峰”（悠悠球的各
种型号）时，嘟嘟瞪大了眼睛，满脸欣喜的表
情，像找到了志同道合者。 他兴奋地说：“妈
妈，你也知道这些啊，我来给你表演我新学
的招式……”

之后，我俩愉快地达成协议：悠悠球要
训练，学习也不能松懈。“学习掉队了，就要
退出悠悠球小组。 ”

期末，我和嘟嘟都双双兑现承诺：我送
他一个最新版的悠悠球，允许他和队员一起
天天练习备战；他被评为“校五好队员”，并
通过全班民主投票，当选了体育委员，喜滋
滋地戴上了“二道杠”。

教子有方

母子俩的“战争”
□ 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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