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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好父母教出好孩子

□ 何小琼

7 岁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对什么都好奇，
也争强好胜，但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急躁。

4 月的一天， 儿子放学回到家就冲进厨房
向我宣布：“妈妈， 老师说期末学校要举行年级
数学口算大赛，我要参加。 150 道题，30 分钟完
成。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儿子就扬着手里的一
张纸给我看：“这是老师出的试题， 要我们回家
练习。 ”我一看那张纸上密密麻麻的试题，就知
道儿子又心血来潮了。

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 如他曾满怀激
情地要学画画、学书法、学葫芦丝……可最终都
没有坚持多久。我不能打击儿子的积极性，就鼓
励他说：“你这个想法很棒，快去练习吧！ ”儿子
兴冲冲地拿着口算练习题进了自己房间。

吃晚饭时， 儿子一边无精打采地吃饭一边
向我抱怨：“妈妈，我看到那么多题头直晕，怎么
也算不好，时间都过去了，才完成几道题，还有
算错的。 现在才有 100 道题， 比赛时有 150 道
呢！ ”我一下子也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故
作淡定地说：“不能太心急，放松一点，口算是最
容易出错的。 ”

晚上， 我通过微信向一位搞儿童教育的闺
蜜求助。闺蜜听我说完，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
脸，然后打了一串字：“你计划写 20 万字的长篇
小说，是不是每天都会写一点，天天写，积攒下
来就能达到 20 万字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说的

‘限定法’。通俗点说，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大目标

而给自己一个明确具体的限定， 每天要完成一
个具体的小目标。这样做起来才会轻松、有效。”

我灵光一闪。 第二天，儿子放学回到家，我
就拿出一个新的作业本，对他说：“儿子，妈妈有
一个方法，你从今天开始可以试试。 这里有一个
新的作业本，你一天只做 5 道题，如果能做得又
快又好，第二天增加两道题。 如果错一道就加做
5道题。 你看怎么样？ ”儿子同意，立即拿着作业
本钻进了房间。

不一会儿，儿了就举着本子屁颠屁颠地跑
到厨房，很骄傲地说：“妈妈，我做完了。 ”我赶
紧检查，还真的全对了。 儿子兴奋地宣布：“明
天我可以多做两道。 ”之后，我每天给儿子增加
两道题，前提是全部做对，如果错一道就加做 5
道题。 在上周的模拟比赛中，儿子一举夺得全
班第一。

我也信心倍增，把“限定法”推而广之，运用
到儿子学习的其他方面。 儿子对背单词有明显
的抗拒心理，他往往没背几个就烦躁起来，不是
背错，就是张冠李戴，把单词的中文意思弄混。
我用“限定法”每天写一张单词小卡片，放在儿
子衣服口袋里， 让他在上学的路上坐公交车时
拿出来看看背背。 过了一段时间，我把每天的单
词量稍微增加一点，儿子也能顺利完成，不但不
再烦躁，还对背单词的兴趣越来越浓。

实践证明，“限定法”能够帮助孩子更好、更
有效地达到目标。

好苹果原来是好苹果， 坏苹果原来也
只是坏苹果，彼此相互独立，可若把它们放
在一起，那么好苹果也会变坏。 在生活中，
如果把给个体带来或积极或消极效应但本
来相互独立的各个事件硬牵扯到一起去处
理，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就是心
理学上所说的“坏苹果效应”。 在亲子教育
中，尤其应该避免这种现象。

显性要挟带来“坏苹果效应”。 比较典
型的例子是“如果你不……， 我就不给你
……/不带你……”。 如果说孩子不愿意干
的事情是坏苹果，愿意干的事情是好苹果，
家长把这两样事情捆绑在一起， 以孩子感
兴趣的事情要挟孩子干不愿意干的事情，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孩子对“好苹果”也不感
兴趣了。 原因就是当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要
挟，心里就会产生一种不满的抵触情绪，这
种负性情绪体验通过家长人为缔造的好苹
果和坏苹果之间的心理链接， 侵蚀感染到

孩子原来感兴趣的事情上。久而久之，长期
处于这样的“坏苹果效应”下的孩子会意志
消沉， 缺乏自主追求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
的内在动力，表面顺从，但其实对家长有抵
触和不满。

隐性要挟也会带来“坏苹果效应”。 有
些家长嘴上会说自己是非常民主和尊重孩
子的意志和想法的， 绝对不会做出要挟孩
子的事情。 但其实在不经意之间也会出现
隐形要挟的现象。苗苗不愿意去学古筝，觉
得太累了。 家长就对她说，“不去学古筝也
行， 那是不是可以在课余时间把钢琴的级
别练的更高一些。”之前孩子本来是会主动
练琴的，可是最近莫名的懈怠了。这就因为
家长并没有照顾到孩子想要休息和放松的
真实愿望，而是继续看似柔软，实则给孩子
施加压力，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当孩子感受
到家长对自己的关爱是有条件的， 内心一
定不会好受， 而这种负面情绪就会干扰到

孩子的钢琴学习。
挫折感泛化带来“坏苹果效应”。有些父

母看不得孩子身上出现一丁点的失败、错误
或者不足，否则就易紧张和焦虑，这背后的
真实原因是家长本身易出现挫折感泛化的
心理模式。 也就是说，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一
件事有时会引发家长自己的挫折感，家长就
会把这种挫折感泛化到很多其他的事情上，
用与这件事情不匹配的重视程度来对待，
“坏苹果效应”就产生了。有的孩子稍有差池
就会崩溃式地大哭，这类孩子往往是经历一
丁点的挫折就被家长扩大了N倍。 久而久
之，孩子变得怯于尝试，过分自我否定。

那么，如何防止家庭教育中的“坏苹果
效应”，就是要学会就事论事，把遇到的问
题当成独立事件来看待和解决， 不要掺杂
其他的问题，不要过分夸大。 另外，不要试
图用条件去裹挟孩子， 而是多用爱去和孩
子沟通，让孩子获得内在真正的成长。

在日本留学期间， 我和日本一位电
视台的编导成了同学。 她告诉我日本的
孩子绝对不会成为家庭中最受关注的
人，他们只是家庭里的普通一员，也要和
大人们一样，承担家庭责任。

长期观察，我发现，日本人教育孩子
的方式简单、有效，归纳起来，有以下 4个
特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日本妈妈十分
注重对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她们不会像
中国的家长，事事为孩子考虑周全，而是
让孩子学会照顾自己。 在孩子两三岁时，
父母会有意识地培养其独立意识， 如自
己过马路、自己整理房间、书包自己背。
日本孩子到 6岁左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

再需要父母操心。
培养孩子良好的礼仪和习惯。 日本

家庭重视礼仪，全球皆知。 当日本家长带
孩子去公共场所， 你绝对见不到大声喧
哗的孩子， 小朋友间的交流也保持着礼
仪和谦让。 当有长辈同桌吃饭，日本家长
会强调孩子要主动给长辈盛饭。

给足孩子面子。 孩子对世界的认知
还不够全面， 很多错误并不是他们主观
上要去犯。 日本家长从不会盲目地对孩
子说教，而是懂得区分孩子的犯错情况。
如果仅是因为孩子不清楚是非原则，他
们会耐心地给孩子讲解，什么事能做、什
么事不能做。 倘若孩子明知故犯，日本家
长也不会在公众场合批评孩子， 因为那

样有损孩子的尊严，让孩子充满羞辱感，
也不能从根本上让孩子意识到错误，日
本家长会把教育和批评放在家里， 甚至
给予孩子适当的惩罚。

培养孩子的社会属性。 在日本，有些
教育方式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甚至完
全不能理解。 比如家长鼓励孩子走出家
门参与社会生活，让他们学会与人分享，
在玩耍中建立起团队意识。 日本父母还
会对孩子进行“苦难教育”，以此锻炼他
们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 最常见的是
大冬天坚持给孩子穿短裤、洗冷水澡。

其实，想培育出优秀的孩子，父母需
要适当放手，把孩子看作独立人格的人，
让孩子勇于承担责任。

培养金钱观是孩子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怎样不让他们变成“守财奴”或者“挥霍者”？ 对金
钱过分计较或滥用， 都将对孩子的人生产生负面
影响。 因此，及早教育他们面对金钱，把握对金钱
的态度，是父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能只说“太贵了”。 生活中总有很多地方要
用到钱，也有很多时候不应该花钱。我们要告诉孩
子购买一样东西的原因， 因为花钱不仅源于买不
买得起。不要单纯地强调不买的原因就是“这个太
贵了”，这句话会让孩子觉得：只要负担得起，就可
以买。

带孩子去银行。去银行存钱时，最好带着孩子
去，让孩子体验存款的形式和意义，并懂得未雨绸
缪的重要性。

让孩子了解财政困难。 如果家中遇到资金困
难，可以对孩子开诚布公地讲，但是不要过多地描
述细节。只要让孩子理解，金钱并不是想什么时候
出现就出现的。

谈论为什么要买。你去逛街购物时，别忘了和
孩子对话， 告诉他们购买的原因， 是来自广告影
响、价格便宜还是质量可靠，你如何从同类商品中
进行选择， 这些问题都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消费观
念。

传递节俭的意义。循环使用水资源，充分利用
纸张、生活用品，这些行为都是培养孩子良好生活
习惯和金钱观的机会。 向他们解释： 我们做这些
事，不仅为了省钱，也是为了保护环境。

学会掌控金钱。 赚钱需要技能， 花钱需要智
慧。 一方面，珍惜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成果；另一
方面， 避免让各种诱人的财富象征成为追逐的终
极目标，孩子将因此获益终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生活的方式再也没有了
田园的痕迹， 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开始模仿自身曾
经历过的学校生活对家庭教育和生活进行改造，仿
效学校对子女开展智力方面的训练和知识讲授，似
乎越是“负责任”的家长，训练和传授显得愈加过度
和强迫。

如此，与家庭生活的改变不相匹配的是，学校培
育儿童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式长期以来没有根本的
变化。 学校固有的智力训练加上家庭附加的智力训
练显然加重了儿童的负担， 在给予儿童不断增大智
力刺激和压力的同时， 平衡其智力发展所必要的身
体实践和肌肉训练，已经完全缺失。

随着“家庭从田园变成简单的住所”，家庭教育
也从自然地对子女进行肌肉和体能训练“进化”到有
意识的智能训练，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互补的有机
平衡被打破了。从而导致学校面临多重的指责：迷信
智力训练的家长指责学校的智力训练和知识教学不
够精致， 以至自己的孩子还没有达到最优秀的智力
水平；懂得教育原理家长，指责学校不应当只在智力
训练上做文章，应重视通过手工等训练方式，以给予
儿童以前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就可以获得的肌肉和
体能训练；教育专家的观点更加激烈，学校的最终目
标是将儿童培养成社会人， 课程应当以社会生活的
雏形进行设计和安排，除了智力训练外，还要设计一
些专门训练体能的功课， 训练儿童如何处理人际关
系、帮助儿童拥有持家能力，等等。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教育困惑” 显得愈
加严重。因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应当寻找新的平
衡点。家庭教育需要“后退半步”，退回到继续关注体
能和肌肉训练的日常生活、家务劳动中；学校教育也
要审时度势，将身体、心理以及生活训练的事以及持
家能力的培养等纳入课程体系，调整“课程地图”，重
构能够保持儿童身心成长继续处在有机平衡的“新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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