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周六，6岁的儿子源

源从冰箱拿出一个鸡蛋玩，

一不小心把鸡蛋摔碎了。我

教育他：“你把鸡蛋摔成这

样，它不疼吗？”以往，为了让

儿子珍惜生活用品，我常把

物品“拟人化”，让儿子觉得

每样东西都有生命，这样他

就会小心翼翼，轻拿轻放。

比如我跟儿子说：“小凳子要

是摔坏了，它一定会很疼。”

儿子便特别爱护小凳子。没

想到这次我话音刚落，儿子

说：“鸡蛋又不是小鸡，不会

疼。”我当即一愣：“拟人化”

教育怎么失效了？

很快，我找到了答案。

一篇家教类文章中说，幼儿期的孩子，

特别是不满4岁的孩子，普遍存在“泛灵

心理”，把所有东西都视为有生命的。

家长把物品“拟人化”来教育孩子，能激

发孩子的泛灵心理，让孩子产生“移

情”，从而养成相应的好习惯。但孩子

的泛灵心理会在五六岁时消失。当泛

灵心理消失后，孩子更希望客观现实地

认识世界。

我恍然大悟，儿子已经6岁，不再相

信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我得改变教

育方法了。

这天，我带源源到饭店参加朋友聚

会，和我们坐同一桌的还有三个孩子。

等待用餐期间，几个孩子被一只花盆里

的陶粒球吸引了，一人抓一把玩了起

来。那位家长对他儿子说：“这些小球住

在花盆里，花盆就是它们的家。你把它

们拿出来玩，它们就找不到家了，会伤心

的。”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听罢一脸疑惑：

“叔叔，陶粒球是没有生命的。你骗人！”

另一个比我儿子小一点的小女孩

则歪着脑袋一脸期待地问我：“阿姨，陶

粒球有没有生命？”儿子抢先答道：“陶

粒球没有生命！”我笑着点头：“陶粒球

没有生命！平时你们一起玩过家家的

时候，会说布娃娃有生命，其实它们都

是玩具，没有生命，为了好玩我们才说

它们有生命！”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的眼界与认知

会发生变化。作为家长，教育孩子的方

法也应随之调整，紧跟孩子成长的步伐。

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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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下女儿后，众人眼中那个闪闪

发光的小陶虹淡出了明星的光环，对于

“母亲”这个新身份感到无措。

小陶虹说，起初她总是用自己的观

点去“打败”孩子，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样

不对。

当我们训斥孩子的时候，完全是上

帝视角，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永远是

对的，你永远是错的，就算我错了，我是

为了你好，我也是对的。

后来才明白了，打败了孩子又有什

么好骄傲的呢？

之前有妈妈留言：“让孩子多吃一口

饭”和“做一个不撒谎、不胆怯、光明磊落

的人”，这两点，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为了多喂一口饭，逼娃学会了用套

路、甚至谎言来逃避，难道不是父母走

得太远了吗？

相比和父母顶嘴、讲道理的孩子，

被父母吓到把真实情绪藏起来的沉默

孩子，才是最让人心疼的。

他们或者出于恐惧不敢说，或者出

于自我怀疑不愿说，或者出于麻木不屑

诉说。

不管是面对糖衣炮弹还是暴风骤

雨，他们只剩下沉默的逆来顺受。我们

打败孩子的每一次，都是在一步步地让

孩子失去自我。

很多父母给孩子的错觉都是：我的

妈妈（爸爸）是专门为了跟我作对而存

在的。

就像一向以正能量示人的偶像剧

女王陈乔恩，在某次真人秀节目中，曾

用“自闭”来形容小时候的自己。谈到

妈妈，她坦言：“小时候活在恐惧中，不

知道怎么跟妈妈讲话，怕她会打我。”她

曾经把妈妈的声音形容为“魔鬼的声

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

高度紧张。

她说，20岁之前她没敢拉过妈妈的

手，如今虽然长大了，但与妈妈之间的

隔阂依旧无法逾越。

打败孩子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我

们希望的，是孩子跟我们永远能够沟

通，沟通的过程永远能够有爱的流动。

没有天生的成功父母，好父母都是

学出来的，每一个成功的家长，都是不

断学习和提高的结果。

父母这个职业，也是不该停止学习

的。我们不妨像小陶虹那样不停“进

修”，当更好的父母。

在美国，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

需要经过很多轮的候选人电视辩论。

候选人通过现场直播的辩论，向选民传

达他们的政治理念、执政纲领，以此来

打动人心，拉动选票。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从两党候选人的唇枪舌剑中我们

不难看出，这种在公众场合演讲的能力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练就的。

在美国，从学前班开始，孩子们就要

开始系统地训练演讲的能力了。小到一

个小学班级选班长，大到总统候选人电

视辩论，美国人的演讲能力是大家有目

共睹的，他们不仅可以不需要稿纸连续

说上几个小时，而且演讲时的风度、体

态、肢体语言也都做得相当的完美。

领袖人物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遥

远，但是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对

孩子们的成长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

美国的教育理念里，阅读、写作、演讲是

一脉相承的。

Amy 是一个同事的孩子，第一次

见她，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有自己的想

法，无论提到什么话题Amy都能给出自

己的见解，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

都能让人耳目一新。向同事取经后得

知，原来Amy非常喜欢阅读，阅读涉猎

的范围也非常广。通过阅读，Amy积累

了大量的课外知识，也使得她对问题都

有自己的思考。

除了知识的积累，良好的表达能力

是演讲的另一个关键。而这就需要多说

多练。在美国的课堂上，老师们做小型

的班级演讲来锻炼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展示和讲述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

老师们让孩子把自己觉得新奇或喜欢

的事物带到课堂上，然后围绕这个话题

展开陈述。老师们会建议孩子通过

5W1H 的模型，即 What（什么）、Who

（谁）、Where（哪里）、When（什么时候）、

Why（为什么）、How（如何）来展开讲

述，让孩子有序可循。老师还会让孩子

进行访谈式的对话，来进一步增强孩子

们的沟通能力。

很多家长把孩子不敢在公共场合

说话，归结为孩子比较内向、害羞。但

事实并非如此。

内向本身并没有错，内向或外向是

不同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外向的人

可能更活泼，内向的人则更专注，两者

没有好坏之分。内向与否，与孩子是否

想表达自我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

也有很多优秀的演说家是内向的人。

而之所以内向的孩子给人留下不

敢表达的印象，或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

的感受程度更高。所以当他们感受到

害怕冷场、怕惹人嘲笑时，就更不愿意

去尝试。但这已经不是内向的问题，而

是孩子过分恐惧、害怕失败的问题。通

俗地来说，很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表达受

到否定或嘲笑而有了心理阴影。

而反观美国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反而说话语速非常快，并且常常用

很多的连读，在该强调的时候一带而

过。这样的交流最大的弊端是让听众

遗漏掉非常多的有用信息。

蔡志忠，著名漫画家，作品有《庄子

说》《老子说》《孔子说》等，风格幽默、风

趣，深受读者喜爱。他的成功与父亲的

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蔡志忠的父亲没有像其他父母那

样，对子女寄予厚望，他只是希望孩子能

平安长大，无病无灾，这给了孩子一个宽

松的成长环境。

四岁那年，父亲问他及另两个孩子：

“你们的志向是什么？”一个孩子回答，我

要当总统；另一个孩子回答，我要当警察；

他回答，我要画招牌画。与前两个宏大志

愿相比，他的志愿显得平凡无奇。可是，

父亲没有露出半点不悦之色，也并未引导

他当“志存高远”。他的父亲从不给孩子

设定目标，然后软硬兼施地逼孩子达成。

父亲是小村里的书法家，凡逢年过

节、红白喜事总少不了他的身影。父亲

的书房里常有各种纸墨，一次，他偷偷溜

进书房，望着书桌上的瓶瓶罐罐，玩心大

起。他拿起毛笔，以客厅通书房的墙面

作画布，画了一个小人儿。父亲回来后

看着满墙墨迹气愤至极，痛打了他一顿。

父亲冷静下来后窥得儿子的喜好，

送他一块小黑板和一支石笔，父亲此举对

蔡志忠的喜好没有粗暴扼杀，而是给予小

心翼翼的呵护。那年，他四岁半，就立下

了只要不饿死，就要画一辈子的志向。

上初中那年，蔡志忠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彰化中学，当时能考取的人并不

多。父亲在他的书包上用毛笔写下大大

的“彰化中学”四字，可见父亲是开心

的。初二那年，一家出版社邀请他去画

漫画。拿到聘书的当晚，他说：“爸，我明

天要到台北去画漫画。”父亲边看报边

问：“有工作吗？”“有了！”“那就去吧！”父

亲头也没抬，继续看报。

第二天，他就自己拎着皮箱到了台

北。放弃学业，父子之间只是简单的几

问几答。父亲的开通、淡泊与信任，在不

经意间为他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

空。于是蔡志忠从 15 岁开始就成为一

个职业漫画家，并开创了“中国古籍漫

画”的先河。

蔡志忠的父亲从未处心积虑为孩

子筹划一生，他只是非常平凡、淡泊地

为孩子自由思想、自主选择放宽了空

间。事实上，很多杰出的人才都是在年

幼时，天性得到了保护和彰显，才发展

了独特的才能。让孩子上这样那样的

培训班，设置圈圈框框，得到的只是暂

时的改观，而保护孩子的天性，让他天

马行空、自由想象创造，给他的却是无

可限量的未来。是鸟，就给它天空；是

鱼，就给它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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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父母不跟孩子争输赢
□ 雅乐

蔡志忠：父亲保护了我的天性
□ 袁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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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
□ 唐兰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