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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儿子考试成绩下来了，回到

家我连忙问他得了多少分。儿子低

声回答：“83 分。”我很生气，“噼里啪

啦”对他责备一通。儿子不服气地辩

解：“我们班低于 80 分的有 20 多人

呢！”儿子这么不求上进，令我更为恼

怒。老公脾气温和些，拍拍儿子的肩

膀，重复那句说了很多遍的话：“儿子

呀，你老爸老妈从小成绩好，从没低

于前三名，你也要争气啊，要对自己

高标准严要求……”谁知，这一次儿子丝

毫不服气，大声说：“你们是你们，我是

我，我就是没你们那么优秀！”

当天晚上，我就给他立了四条禁令：

第一，不许玩电脑。第二，没收所有玩具

和实验工具。第三，不许看课外书。第

四，周末到楼下玩乐不能超过一个小

时。除非考试成绩达到95分，否则绝不

解令。

周末，一家人去我父母家吃饭。父

母家厨房里有几捆新鲜的泥蒿，那是姑

姑从山里捎过来的，也给了我几捆。前

天，我发现没吃完的那些全蔫了，只好扔

掉，可母亲这边的为何保存得如此好？

见我疑惑不解，母亲说：“除了适当喷点

水，你还得竖着放啊，要顺着它生长的方

向。”顺着它们生长的方向存放，水分才

能保持得更久。我若有所思。

我突然想，儿子生长的方向与我们

不一样。我们有学习力，儿子有好奇

心。他虽然调皮捣蛋不服管，但是思维

活跃，想象力丰富，写的科幻作文还曾在

全市获得了优秀奖。我和老公小时候很

规矩，除了学习啥也不感兴趣，可儿子兴

趣广泛、知识面宽，被同学们称为“行走

的小百科全书”。

我把我妈的话说给了老公听，并偷

偷和他商量，不如解除那些“戒律”，让儿

子在认真完成作业的基础上尽情享受成

长的快乐。

晚上回到家，儿子跟我求情：“妈妈，

做完作业，能让我看15分钟动画片么？”

“可以！”我果断答应了。儿子很意外，立

刻欢呼着去写作业，完成的速度比

平时快了半个小时。

等他写完作业，我告诉他：“以

后只要能按时完成作业，每周末都

给你两小时的时间看课外书，不必

偷偷摸摸的；喜欢哪些实验工具，只要不

危及安全，在我们能力范围内都会给你

买；和小伙伴去玩，去之前说好时间，我

们就不会中途叫你回家。怎么样？”儿子

万分惊喜。

“新政”实施了一段时间，我和老公

发现儿子并没有比以前糟糕。最近的

一次数学考试，他考了85分。还没待我

们作评价，儿子主动说：“最后一道大题

不该错，是我马虎了，就罚我这周末少

看一小时课外书吧！”我和老公相视一

笑。顺着孩子成长的方向培养，他的成

绩不但没下滑，还学会了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许多家长抱怨孩子没有毅

力，做事容易半途而废。其实，美

国的家长也有这种困扰。在美

国，至少36%的学龄儿童不会主动

去尝试困难而费劲的任务。另

外，美国家长也称，他们的孩子

“大多数时候”会放弃困难的任

务。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把孩子

养成轻言放弃的人呢？

美国布朗大学、布兰戴斯大

学、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以及新英

格兰儿童心理研究中心对此进行

了一项研究，有大约5万名儿童参

与了这项研究。他们发现，有3项

关键的教养因素会决定孩子会不会轻言放

弃，并据此提出来“让孩子有自主权的教育”

的模型。

通过规则来培养习惯
“规则”更多地意味着家长和孩子之间达

成的“协议”。在家里，规则的存在是为了让

家长和孩子有一套清晰的、互相尊重的行事

原则。

与传统的教养方式不同，那些有着规律

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准则的孩子比同龄人更容

易成功。他们每天都花一定量的时间来完成

一定的任务，这会帮助他们学会用更有效的

方式来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

给孩子选择的权利
传统的教养方式下，家长往往是告诉孩

子需要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其实，将自己

的意志不经内化地强加给孩子是在做无用

功。孩子虽然服从了家长，但是他们失去了

学习的机会，日后成功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如果给予孩子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有自主权，

会让孩子学会如何进行适当的选择。

使用这种教养方式的家长通常不怕孩子犯

错，因为他们知道犯错是学习的必经途径——

这样的家长不会在孩子犯错时马上去纠正他

们，也不会放任自流，他们会帮助孩子从错误

中学习，让孩子做出适当的判断。

鼓励孩子坚持和努力
孩子们应该被鼓励去尝试新事物并承担

合理的风险，不管这个任务最终是否被完美

地解决，最重要的是孩子在尝试的过程中体

验到了喜悦。许多通过这种方式教养出来的

孩子，他们的行为、自尊以及对别人的尊重都

得到了改善。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会乐于

尝试新鲜事物。

家长能够帮助孩子成为终身学习者的最

佳方式是让他们确信，不管短期的结果如何，

他们的坚持和努力才是值得鼓励的。

有次吃饭等位时，我听到旁边有

个男人在打电话，语气中充满了阿谀

奉承，仿佛有求于对方。可随后刚挂

掉电话，就狠狠地说：“让几分利都这

么磨叽，身残脑也残！”

如此难听的言语，让我不禁有些

反感。这时边上小孩好奇地问：“爸

爸，你前几天不是还夸李叔叔身残志

坚吗？”

男人毫不犹豫地说：“那是当着

李叔叔的面。我们私下里说他几句

也没什么，你到了李叔叔面前可不能

这么说呀。”我看到孩子眼里写满了

迷惑，却无从求解。

面对这样一个“两副面孔”的

父亲，孩子的内心该受到多大的

震动。

父母永远都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优秀的家长永远都能够以身作则，绝

不说一套做一套。

曾有个读者给我留言，说她很

讨厌现在的自己。她总看自己的

婆婆不顺眼，有时婆婆只是坐沙发

上吃个苹果看个电视，她都觉得厌

烦。她觉得自己很奇怪：一面觉得

婆婆无辜，一面又对婆婆厌恶至

极。

我问她：“你妈妈喜欢你奶奶

吗？”她的回复很迅速：“我妈妈特别

讨厌我奶奶。”她说，从记事起，就常

听妈妈念叨奶奶的不好，说奶奶做饭

不干净，说奶奶穿衣服不好看等等。

等她上大学了，她妈妈每次去看她，

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你不在家，你

奶奶她又……”

听完她的叙述，我才明白：正是

因为有一个整天在自己面前说婆婆

坏话的妈妈，这个女孩结婚后，天生

对婆婆就会心生厌恶。大部分家长

以为，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在孩子面

前口无遮拦并无大碍。但事实上，

孩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远超我们想

象，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一

言一行，都会对他们造成不可估量

的影响。

读北宋名相司马光《家范》，其中

“田稷贤母诫子”一节，令我感慨不

已。对齐相田稷子的贤明母亲，不禁

肃然起敬，也为田稷子有这样的一位

贤母而感到骄傲。

这段记载，文字不长，全文抄录

如下：“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镒，以遗其

母。母曰：‘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

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

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惭

而出，反其金而自归于宣王，请就

诛。宣王悦其母之义，遂赦稷子之

罪，复其位，而以公金赐母。”

这个故事，汉刘向《列女传·母仪

天下·齐田稷母》，有更为详细的记

载。齐宣王相国田稷子，接受了下级

官吏上百镒钱的贿赂，拿回家孝敬母

亲。其母说：“你为相三年，你的俸禄

从没有现在这样多，难道这是从下属

那里收取来的？”田稷子跪着回答道：

“确是从属吏的贿赂中得来的。”田母

听后，严肃批评他说：“我听说读书人

要修身洁行，不要取不义之财；内心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欺骗之事；不义

之事，想都不要想；不合理的利义，不

能进家门。要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

田稷子之母以忠君

为中心，向儿子讲了许

多官德准则和为人之

道：士人应当修养自己

的品德，提高自己的操

行，不取不义之财；做人

要忠诚老实，不虚伪欺

诈；不符合道义的事，不

在心中计谋；要言行相符，表里如一；

臣事君应如事父，恪尽职守，廉洁公

正。只有这样，才能一生通达，平安

无事。同时，田母斥责他道：“如今你

却与此相反，背离了忠的要求。而为

臣不忠，就是为子不孝。不义之财，

我是不能要的；我也没有你这种不孝

之子，你起来走吧！”

母亲的一番训斥，令田稷子羞愧

难当，无地自容。他痛定思痛，主动

退赃，向齐宣王坦白自己的贪污罪

行，请予严办。齐宣王知道原委后，

非常赞赏田母的义举，原谅了田稷子

的过错，“复其相位”，并拿出国库的

公款，赏赐这位贤良的母亲，以示表

彰。

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田稷子母

亲为人们树立了用忠正、清廉、正直

教育儿子并感化别人的榜样，说明士

人连无功受禄的事都不能做，更不用

说接受别人贿赂的钱物了。

想到今天的社会，有的做父母

的，对儿女过度溺爱、百依百顺，不知

深明大义，不知以身作则，不知严加

管教。这样，使做儿女的不知孝道，

反而成了“儿皇帝”“啃老族”，倒过来

要父母为儿女“尽孝”。

田母是一面镜子，为儿女树立了

榜样。希望社会出现更多的贤明母

亲，更多的孝子贤孙。

传统家教

不在儿女面前论人是非
□ 李冬

顺着小孩成长的方向
□ 吴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