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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的常常责骂不听话的孩

子：“大人这么辛苦，从早忙到晚，你

怎么就看不到呢？还调皮贪玩，不

努力学习！”言语中，明显有潜台词：

孩子要学习大人的勤奋，听大人的

话，少贪玩一点，成绩就会更好一

点。

父母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孩子

学习大人身上的优点，这本是件正

确的事。问题在于，这样的榜样教

育能否被孩子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

如何，就很难界定和衡量了。

两个月前，我在朋友大刘家作

客，当大刘又一次以自己为实例，对

上初三的儿子进行榜样教育时，孩

子不仅无动于衷，还冷不丁地甩出

一句话：“老爸的自我感觉太好了。”

其实，朋友事业有成，孩子也非

常优秀，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出现隔

阂呢？翌日，同事约我去茶楼打牌，

路过公交车站时，我突然看见大刘

的儿子背着书包在等车，手里还捧

着一本英语书，嘴里念念有词，我走

到跟前，他竟浑然不知……

刹那间，我明白榜样教育的缺

陷所在了！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的

优点、孩子的缺点，而忽略自己的缺

点、孩子的优点。但事实是，我们去

茶楼打牌，可孩子却抓紧等车时间

背诵英语；我们在办公室常常喝茶

聊天，而孩子在教室每天都要实实

在在地上课……

这些时候，到底谁要向谁学习，

谁要以谁为榜样，答案是非常清楚

的。

我掏出手机，摄下了孩子背英

语的动人一幕，发给大刘，说了我的

一些思考。大刘懊悔地猛拍自己的

脑袋，“向儿子学习，这话我一定要

说！”大刘竟然振臂高呼。晚上，我

接到大刘的电话：“效果太好了，我

和儿子都险些流眼泪出来……”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有明显的

和潜在的优点，大人必须善于发

现，勤于表达。即便是一些所谓的

“不良少年”，在“成绩太差”和“调

皮捣蛋”的夹缝中，也肯定有一些不

为人知的长处。一位小学老师曾对

我讲过一个真实故事，说有一年她

腿摔折了，不得不住院。出院后，因

惦记着学生，她直接去了学校，许多

学生都围上讲台向她问好或倾诉思

念，只有一个男同学端上一只凳子，

说老师腿刚好，不能久站。而这个

学生正是她平时批评最多的“差”学

生……

现在的家庭教育提倡“朋友式

的交流”，涌现出许多“鼓励性”家教

范例和家教语言；遇到矛盾冲突，有

过错的大人也会适时向孩子说一声

“对不起”。而大人向孩子学习，则

是将孩子也是朋友的理念落实到了

行动。

那年，小女儿读一年级，全家人回

娘家吃团圆饭。兄妹们也都拖儿带女

回来了，家里热闹非凡。8个孩子，分别

在全国各地生活，难得凑在一起，一见

面就闹腾开了。

后来，我发现手机不在，便到孩子

们所在的屋里找。只见孩子们挤坐在

沙发上嘻嘻哈哈看电视聊天，开心得

很。我扫了一眼，没见小女儿，往里屋

探了探头，发现她一个人趴在床上拿着

我的手机正在玩游戏，安静又落寞的样

子，与外屋的热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巨大的反差让我隐隐感觉有些不安，

我走过去问她，为什么不跟哥哥姐姐一

起玩。

她嘴一扁，眼圈一红，竟掉下了眼

泪。看到女儿这副模样，我有些震惊，

不知道她如此害羞以及这种拒人于千

里的封闭状态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回

家后，赶紧上网找了位资深育儿师咨

询。育儿师认为孩子有可能曾遇到过

较长时间的交流失败，加上父母打骂等

挫折，这种经历会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

阴影。因为没有及时发现，没有给予孩

子足够的爱，任其发展，孩子的自卑心

理就会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可能是羞

于跟别人交流，不肯放开自己，渐渐地，

也有可能发展为自闭。育儿师让我多

关注小女儿，多肯定，多给她“戴高帽”，

让她感受到温暖，重拾自信。

下线后，我赶紧按要求实施对女儿

的“戴高帽”计划。做家务活的时候，我

不只吩咐大女儿，也会分一部分简单的

活让小女儿帮忙；想喝水时，请她帮忙

递杯水；想看书时，请她帮我拿眼镜。

她很乖，总会依言照做。每次照做后，

我总要注视她的眼睛，温柔地说：“你太

棒啦！”不再责备她动作慢或者把水洒

了。每天抽时间陪她玩，跟她一起看童

话故事，陪她讲睡前故事。有时候我故

意讲一半，让她接着讲，有时候，也会让

她发表对故事的看法，不管说得如何，

我都会夸奖她。小女儿的学习成绩不

错，每当她拿着考得不错的试卷回来让

我签名，我总会夸张地把“高帽”给她戴

上去，说“你太了不起了！”并亲吻她。

周末，我会抽时间带她去人多的地方

玩，游泳、爬山、去图书馆看书。一开

始，她很害羞地躲在我身后，次数多了，

她胆子也大了，加上我的“高帽”攻势，

让她的自信心得到恢复，渐渐活泼起

来。再看到生人，她不再躲到我身后，

而是愿意跟不认识的小朋友一起玩

了。今年，她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还得

到个三等奖。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

召伯劳之。”父母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句

鼓励的话，是照耀孩子心灵的光芒。多

一些肯定，少一些批评，孩子会更活泼

开朗。

女儿四年级前，太让人省心了，老

师给的评语都是“认真、努力、可爱、优

秀”，从来没想到这样的孩子现在居然

会害怕和老师交流。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学校要

上网课，于是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

一下班，女儿就着急地让我去问老师，

作文是写在大作文纸上还是小作文本

上？数学练习是要抄题还是直接写答

案拍照上传？我疑惑地问女儿：“为什

么你不直接问老师呢？”女儿怯生生地

说：“妈妈帮我问嘛！我不敢问老师。

老师会觉得我没有认真听讲。”我突然

意识到优秀学生的标签有时会压迫孩

子的自我表达，于是我耐下心来和她

聊天。

我问女儿：“老师有没有严厉地批评过你？”

“没有。”女儿摇摇头，“有一次我忘记带笔袋了，老

师还主动递给我一只备用笔，一句都没有说过我

呢！”我笑说：“所以呀，老师绝对不会因为你偶尔

的失误就责备你，你应该多和老师交流。”话虽然

这么说了，可是孩子始终迈不过那个坎，就是怕和

老师直接对话。

有一天网课时，数学老师邀请同学们连接麦

克风回答问题。“你怎么不和老师互动啊？”我看女

儿没互动，还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女儿郁闷地说：

“老师从来不点我的名，就像看不见我一样。”我问

女儿：“是不是老师觉得你都会，她想让那些没懂

的同学回答，以加强他们的印象呢？”“反正就是从

来不叫我答题。”女儿显得不愉快。

“要不，你去和方老师私聊，你就说‘老师，我好

想回答问题，可是你从来没点过我的名，我好失望

啊！’”在我的反复鼓动下，女儿终于答应和方老师

说说心里话，但她还是躲到另一间房，不让我听。

一会儿她兴冲冲地举着手机出来了，说：“方老师回

复我了，她说对不起，以为点过我了，下次一定让我

回答问题呢。”看见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想，她

终于走出了主动和老师交流的第一步。

我看着女儿的笑脸，对她说：“所以，不要害怕

去尝试，不要害怕被批评，所有的老师都乐于和一

个有想法的孩子沟通。比如一道数学题，大家都

按老师的解法去完成肯定没错，但如果你有自己

的解法，能更快更好地完成，那在老师心里肯定会

为你点赞，前提是你必须和老师说出你的想法，拿

出勇气来和老师对话。”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

中，家长要注意以身作则，

给孩子做出良好表率，如

对待自己的亲戚、好友要

做到热情和睦，遇到邻居

时可主动打招呼等。当与

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时，

家长尤其需要运用正面且

理性的处理方式为孩子做

示范。

前段时间，我在网上

购买了一个餐边柜，当快

递员送到家门口时，我“傻

眼”了，因为外包装是个钉

满钉子的木架子，且餐边

柜又大又重，孩子爸爸又

出差在外，光靠我们母女

俩根本没办法把它拆开并

搬出来。于是我向快递员

求助，询问他能否帮忙。他拒绝了我

们：“我还有很多物件要送，没时间。”我

试探性地问：“我付给你辛苦费，你能帮

我们搬吗？”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面露难

色：“我今天送货任务很重，确实没办法

帮你们，不好意思。”说完，他就离开了。

我们母女眼巴巴地望着门口的“巨

无霸”，感觉特别无助。女儿气愤地说：

“这人真没同情心，我们付钱让他帮忙

都不肯！”虽然我心里也很沮丧，但我知

道这是女儿寻求帮助被拒后在不满情

绪主导下产生的负面想法。于是，我抓

住这个契机教育女儿说：“我和你一样

都感觉很无助，也许快递员是想帮我们

的，但确实因为今天太忙，他也很为

难。”女儿听了我的话，面色平和了一

些。我进一步引导：“我们求助于他，而

他赶着送货，大家的需求冲突了，他拒

绝我们也是正常的。这不能说明他人

不好，我们可以另外再想办法。”女儿点

点头，没再抱怨。后来我们找了物业的

工作人员帮忙，顺利地把柜子搬回了

家。

家长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和处理方

式都会影响孩子，当家长坦然接纳社交

受挫的结果，保持平和理性的态度，会

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习得这一处事方

式，并内化为自己的处理风格和应对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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