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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打碎了花瓶

江苏淮安 谢汝平

儿子在玩耍的时候， 把家中

一只花瓶打碎了。 这花瓶原本一

对，做工精细，色泽醇厚，是一位

老友所赠。 没事的时候，我总用一

块软布来擦拭花瓶， 然后细细地

观赏，非常喜欢那种悠闲的感觉。

如今看着一地碎瓷片， 忍不住向

儿子发火， 儿子也知道自己做了

错事，不敢辩驳。

从那以后， 每当看到剩下那

只花瓶形单影只的样子， 我心里

就会有一丝心痛， 再加上儿子太

顽皮，总是闲不下来，便会借机发

挥训斥他。 开始还好，他只是静静

地听着，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

再训斥他，他便明显地不满，嘴里

还会嘟哝，让我更加来火。

终于有一天， 在我训斥他以

后，他生气了，回到自己房间不出

来，中午饭也不吃。 这么点孩子还

跟大人赌气，这怎么能行，我把他

从床上拉起来。最后在我严厉地呵

斥声中，儿子没有办法，只好乖乖

地吃了饭。可是等晚上我们下班回

家时，发觉剩下的那只花瓶也被摔

碎了。 我刚要发火，被妻子用眼神

制止住了，她进房间同儿子谈心。

原来因为我经常借剩下的那

只花瓶来训斥他， 儿子心中非常

不满，便迁怒于花瓶，乘我们不在

时，把它也打破了。 开始他还不敢

承认，说是被风吹倒的，后来在妻

子的苦口婆心劝说下， 儿子承认

了错误， 但是对于打破这只花瓶

他并不后悔。 他认为没有了花瓶

我就不会再训斥他了。 儿子的话

让我深深地不安： 打碎第一只花

瓶本来只是无心之失， 可是我却

抓住不放， 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

心理压力， 以至于做出更大的破

坏性行为。 我觉得自己的肚量实

在太小，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可是如何引导儿子， 让他既能承

担起做错事的责任， 又不至于落

下心理阴影呢？

我首先对儿子道歉， 告诉他

爸爸做得有点过分， 但前提是他

犯了错误， 而且并不是把这只花

瓶打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做

只能使后果更严重。 他虽然是个

小孩子，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建议用他存下的压岁钱， 去买

两个新花瓶，作为对家里的赔偿。

儿子听我这样说， 非常诚恳

地点头答应。 当我们一家三口把

花瓶买回来的时候， 儿子显得非

常轻松和开心， 我和妻子也舒了

一口气。

别用孩子弥补自己的人生缺憾

湖北襄樊 郭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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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管窥

有一次，我到一位朋友家串门，

老远就听见屋内传出的琴声， 知道

又是朋友的女儿在练钢琴。

“你一定很喜欢钢琴吧？ ”我见

她反复弹奏着一首高难度的练习

曲，便问起来。

“不，很讨厌。 ”小姑娘简单地回

答：“爸爸说他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弹

一手好钢琴，但他没有这个条件。 所

以，要我来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

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莫名

的忧伤。 在现实生活中，像朋友女

儿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社会学家们

称这些孩子为“儿童战利品”。 这些

孩子的家长通常都有一段有遗憾

的人生经历，于是他们将期望完全

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通过他们来

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心愿。 由于这

些家长不懂得换位思考，不能理解

子女的真正需求，因此在对待孩子

的问题上， 通常采取专制的方法，

以“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为理由，

要求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学习

和生活。

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说过 ：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以

给他们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

想。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有

权力享受属于他们的读书生活，享

受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 家长没有

权力忽视孩子这 10 几年最美好的

成长时光，忽视一个生命丰富多彩

的变化和创造。 也没有任何理由用

自己的人生缺憾，以及由这种缺憾

所派生出的人生观、价值观去要求

和评价孩子，而让孩子站在家长人

生缺憾的阴影下哭泣。

家有儿女

幸福的猴子

蓝山县 曾国姬

早些日子，儿子的学习成绩下

降了， 我不得不对儿子严加管教。

每天晚上都逼着他做作业、复习功

课，不准他再看动画片。 一段时间

下来，儿子果然进步了不少，这次

数学测试还考了满分。 于是，我带

儿子去动物园玩，让他多认识一些

动物。

在动物园里，面对各种各样的

动物，儿子兴奋不已。 我趁机给儿

子介绍动物的一些生活习性，让儿

子多长点见识。 在看猴子时，儿子

见很多游客都给猴子扔香蕉，也嚷

着要买香蕉喂猴子。 见儿子这么有

爱心，于是就答应了。

儿子喂完猴子后，却迟迟不肯

走。 我对儿子说：“如果你很喜欢看

猴子， 只要你下次考试考好了，我

还带你来。 ”

儿子一声叹息，感慨地说：“这

些猴子真幸福！ 不用上学，不用做

作业，还有这么多人争着给它喂香

蕉。 我要是一只猴子就好了，可以

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