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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在电影《完美陌生人》里，有这样一
个情节：

17 岁的索菲娅赴男友约会， 去男友
家里，并且是两人单独见面。当她父亲和
朋友正在家庭聚会时， 索菲亚打来电
话。

父亲：嗨，亲爱的，你还好吗？
索菲娅：嗨，爸爸，我挺好的。现在方

便说话吗？
父亲：当然，你说吧。
索菲娅：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格雷戈

里奥的父母不在家， 他叫我……去他家
过夜。 爸爸，你在听吗？

父亲自始至终都很温和，没有暴怒，
没有审判，没有指责。

他说：嗯，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索菲娅：我不知道，但我想去……可
我没想到是今晚。如果我不去的话，他可
能会不高兴。 我该怎么做？

父亲继续温和地说： 不要因为他不
高兴而去他家， 这不该是你去的唯一理
由。

索菲娅：这当然不是。
父亲：我要说的是，这是你人生的重

要时刻，是你会铭记一生的事情，如果以
后你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嘴角带笑， 你就
去。 但如果你还不确定，就忘掉它吧，因
为你还有大把的时间。

电影里的这段对话让我感慨万千。
在中国的多数家庭里， 这样的对话想都
不要想。因为我们心里清楚，如果孩子坦
诚相告， 换来的绝对是粗暴的阻止和道

德的批判，而且不会给孩子任
何解释的机会。

很多时候，不是孩子愿意
撒谎，而是大人不给孩子诚实
的机会，因为即便说了真话，大
人也未必会原谅， 而撒谎说不定能躲过
灾祸，何乐而不为呢？

孩子会为很多事情撒谎： 为维持自
己的好形象，为引起他人注意，为逃避责
任，甚至为寻找不必要的刺激，等等。 有
时，孩子撒谎并无恶意，只是想看看这样
做的后果是什么。

当然，谁也无法保证孩子永不撒谎，
但家长对孩子撒谎行为的反应， 会直接
影响他是否继续撒谎。 当你因孩子撒谎
而火冒三丈时，请扪心自问：如果他表现

诚实，你会给他活路吗？如果他说出了真
话，你会相信他吗？ 如果你无法理解、包
容他，而他又不够强大，那么，如果你是
他，你也会撒谎的。

我们可以想想， 一个人什么时候不
撒谎？ 答案很简单： 在用不着撒谎的时
候。比如《完美陌生人》里的索菲娅。她对
父亲不撒谎， 因为不需要， 父亲能理解
她，能给予她理智、温暖的支持。

请问，你给孩子以诚实的机会了吗？
如果没有，以后请试着给他一些机会吧。

给孩子诚实的机会
□ 吴铭

人们经常用高山、大海来比喻父
母的宽厚之爱。 其实，孩子的宽容之
德与父母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让
父母汗颜。

韩乔生是著名的体育解说员，其
博学和儒雅迷倒了无数听众和观众，
但在儿子韩晗面前，他却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粗暴老爸。 比如，韩晗吃饭吧
唧嘴，会遭到爸爸的筷子敲头;如果
东西放得不是地方，甚至要挨揍。

一次，韩乔生出差回到家，听妻
子说韩晗最近浮躁， 学习不用功，他
去检查儿子的作业本， 发现果然如
此，于是勃然大怒，用皮带猛抽韩晗

的屁股，还不准哭。迫于老爸的淫威，
韩晗不得不求饶，保证痛改前非。 韩
晗的屁股、大腿都抽得红肿，上课连
凳子都不敢坐，不仅妈妈心痛，连班
主任都忍不住打电话声讨。 但是，面
对货真价实的家暴， 韩晗没有报警，
没有离家出走， 甚至没有怨恨爸爸，
他化痛苦为力量， 一心扑在学习上，
考试成绩突飞猛进。

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 比如，因
为不守时，韩晗被迫跟在爸爸的汽车
后面跑。 对于这样的家暴，韩乔生认
为有必要。 他说，小孩子不吃些皮肉
之苦，是不会长记性的。或许，这是经
验之谈， 但如果碰到个性刚烈的孩
子，会有怎样的后果？由此可见，韩乔
生的教育方法之所以有效，多半是韩
晗宽容个性的配合之功。

俗话说“树大招风”，韩乔生名气
越来越大，麻烦也越来越多。 有人把
他解说时的口误编辑成册，以《恐韩：
韩乔生语录》为书名出版，引起轰动。
韩乔生大受打击， 事业陷入低谷，整

日闷闷不乐。正上初中的韩晗没有借
机报复爸爸，而是用各种办法安慰爸
爸。他曾把写有“老爸加油，你永远是
最棒的！ ”的字条悄悄塞进爸爸的口
袋，让无意中发现字条的韩乔生鼻子
酸酸的。

转眼韩晗上了高三，需要确定高
考志愿了。但韩晗想报考北京电影学
院导演专业，父子俩相持不下。 庆幸
的是，这次韩乔生没有动粗，更庆幸
的是，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儿的韩晗没
有吹胡子瞪眼， 而是耐心地说服：

“当导演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 就像
您当年为了播音事业历经磨难，从未
动摇一样。 ”儿子的话语令韩乔生感
慨万千。

孩子弱小， 因敬畏而宽容父母，
当孩子长大，因尊重和亲情而宽容父
母。 如果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不
难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甚至可以
发现自己有时也不那么懂事。这是反
省能力，也是宽容之心，是家庭教育
不可或缺的力量。 摘自《现代家长》

家长课堂 向孩子学宽容

四岁的儿子吃过一次虾条之后，
就被虾条的美味迷住了， 隔三岔五地
要买虾条吃。 这天，到了吃午饭时间，
儿子对端上餐桌的饭菜不感兴趣，又
闹着让我带他下楼买虾条。

耐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 我只好
满足了他的心愿。 妻子见我又给他买
了虾条， 生气地说：“你明知道那是垃
圾食品，还给他买。 吃坏了胃口，又影
响长个儿，你这是疼他还是害他？ ”我
无言以对。可儿子不管那一套，抱着虾
条让我给他拆包，急着要吃。

我哄儿子：“爸爸没劲，拆不开，你
去让妈妈帮你拆吧！ ”儿子跑到他妈妈
跟前喊：“给我拆开。 ”我心里乐了，把
皮球踢给妻子，让她做决定，想让儿子
吃，她就给儿子拆开包装袋，不想让儿
子吃，她就不拆，至于儿子吃不到虾条
怎么闹腾，都一并让她来解决，我是不
用再管了。

可没想到，妻子竟然如法炮制，拿
着那袋虾条也是装模作样一通撕，憋
足了劲儿也是“撕不开”，然后对儿子
说：“上次是爸爸给你撕开的。 妈妈还
没有爸爸力气大呢， 你还是去找爸爸
帮忙吧！ ”皮球又给踢回来了。

一看儿子拿着那袋虾条回来了，
我赶紧一扭头躲开，说：“找妈妈去！ ”
儿子站在我跟前，左右为难，一着急，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伤心不已。

其实， 把儿子像皮球一样踢来踢
去的情况在我家屡屡出现。 略加思索，
我就有了应对儿子吃虾条的策略。

虾条已经买回来了， 不可能白白
扔掉不让儿子吃， 与其踢皮球惹得儿
子伤心痛哭， 还不如直接帮他撕开包

装让他吃得开心。 至于吃多了虾条不
利于健康的问题，可以这么解决：拆开
之后，分成三份，一家三口一起分享，
儿子吃到的虾条分量就不会多到影响
他的健康， 同时还能培养他的分享意
识。

当然，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办法。
如果儿子让拆虾条，为了他的健康不
想让他吃，就明确告诉他：“这东西有
害健康，吃了以后影响长个儿，你愿
意做个小矮人吗？ ”孩子若不愿意做
小矮人， 也许会抵御诱惑不吃或少
吃，虽然也可能不高兴，但总比被当
成皮球踢来踢去所受的伤害要小得
多。

总之， 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
是正常的家教策略， 而把孩子当成
皮球踢来踢去却是一种伤害。 无论
何时， 家长都应避免孩子受到这种
伤害！

父母必读

小孩不是皮球
□ 莒南

在英国上小学的儿子曾从学
校带回来一封信。 信上说，学校将
会请专业心理研究人士来为学生
做心理压力方面的聊天测试。 为
帮助家长理解， 信中还列举了几
个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
的因素，比如父母中有人去世、父
母离异、孩子患重病或残疾、学习
压力、处理朋友关系困难等。 信中
提醒家长， 请根据自家情况为孩
子选择其中一至两项参加测试。

对于在中国长大的我来说，
对 5 岁的孩子进行心理压力测
试， 听起来有点小题大做———在
英国，儿子一星期只写一次作业，
通常几分钟就能完成， 其他时间

都在玩，哪来的压力？所以，我随便选了两项
就交了。 但后来的一次经历让我明白，学校
做这件事，并不是表面文章。

那天，儿子的班级组织孩子到户外森林
里认识大自然，因为孩子太小，有时间的家
长也被号召一同前往。 等车的时候，我看见
一个小女孩苦着脸走到老师面前说：“我妈
妈今天不能跟我一起去，我很伤心。 ”老师马
上把她揽在怀里说：“别伤心！我来抱抱你怎
么样？ ”

这个听起来很普通的对话，却让我一下
子意识到学校给 5 岁小孩进行心理压力测
试和调解疏导的必要性———学校这样做，更
多是为了帮助孩子从小培养一个重要的习
惯： 在遇到人生中或大或小的不顺心时，不
要独自伤心，而要寻求帮助，打开心结。

在英国的小学课程里，心理健康已经是
一门必修课程，需要上课、交作业，不是可以
随便对付过去的副科。

儿子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包括英语、数
学、地理、历史、宗教，然后就是心理健康。一
年级小学生心理健康课的作业，就是让孩子
们写下自己的“特质”：觉得自己有哪些优点
和缺点， 自己感到最骄傲自豪的事是什么，
感觉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等等。 在我
看来，这些作业无非是在做一件事：引导孩
子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门课程和相关辅导会一直持续到初
中和高中。 我的女儿已经是高中生了，她初
中和高中的学校都有专门负责心理健康的
老师。只要孩子愿意，随时可以找他们聊天，
内容绝对保密，甚至连父母也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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