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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课堂

异国之鉴

14

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对隐私权

的重视，超过人生中的其他任何一

个时期。隐私也是孩子形成健康

独立人格的关键因素。父母毫无

边界感地侵入，会使孩子失去这一

基本权利，导致亲子冲突。

一天下午，一个面容清秀的男

孩走进咨询室。男孩叫晓彬，正读

高一。晓彬说，爸爸妈妈要给他房

间装个摄像头。他反对，说爸妈不

尊重他，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可爸

妈依然坚持他们的做法，声称高中

三年太重要了，装监控是为了督促

他学习。

自从房间里装了摄像头，晓

彬一想到爸妈有可能在某个地方

看着他，他的心就乱了。以前他

写作业挺专注，可现在他静不下

心来，作业质量下滑，常被老师批

评。为了抗争，他有时会拔掉摄

像头的插头，却每次都会被爸妈

训斥。为此，他和爸妈发生了多

次争执。

当晚，我与晓彬的妈妈王女士

取得了联系。我对她说，在孩子房

间装监控并不是件小事，对孩子的

心理和情绪有较大的影响，孩子正

处在高中关键期，不能因为这些细

节影响孩子的学习。

王女士苦笑着说：“老师，您不

知道，晓彬初中有段时间痴迷手机

游戏，学习成绩下滑得厉害。现在

进入高中，我担心他管不住自己，

才和他爸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向王女士讲了“直升机父

母”的现象，一部分父母像直升机

一样盘旋在孩子上空，监控着孩子

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问题，迅速

进行干预。可想而知，在这种全方

位无死角的监控之下，孩子该会有

多恐惧。

王女士有些不认同。她说：

“现代社会处处充满竞争，孩子学

习稍一松懈，就会被甩下。父母这

样做，也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我向王女士解释，她的说法虽

然有道理，但很多父母以爱之名，

却做着伤害孩子的事，这种言行不

一的精神暴力往往比语言暴力、身

体暴力更可怕。因为孩子根本找

不到任何拒绝的借口，只能一次次

地容忍父母窥探自己的隐私。更可

怕的是，这些“直升机父母”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带来

怎样的伤害，而且还陷入自我感动

之中，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

无私的牺牲。

经过我的分析，王女士渐渐意

识到装监控的不妥之处。我进一

步引导她，过度干预孩子的自由，

源于父母对孩子的极度不信任。

在父母眼里，孩子必须在自己的掌

控下才能不出错。物极必反，过度

干预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从而

更加“佐证”家长的看法，进入恶性

循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先后

颁布了“居家令”，人们在家时间比

平时多得多。那么，作为重要家具

的餐桌会发挥什么新作用呢？英

国一项调查显示，餐桌不仅可以用

来进餐，还可以用来喝咖啡、聊天，

如今更是孩子居家学习的课桌和

家长的办公桌。

这是麦凯恩食品企业委托英国

第一市场调研公司调查1000位家长

后得出的结论。英国《镜报》援引调

查结果报道，调查对象中，超过25%

的受访者认为餐桌是家庭的核心，

30%的受访者在家时大多数的交谈

发生在餐桌旁。每户人家年均坐在

餐桌旁吃1456顿饭，交谈572次，开

玩笑468次，还发生57次争执，共度

72个重要时刻。半数家长认为孩子

们晚上围坐在餐桌旁非常重要。

疫情期间，英国民众在家时间

增多，平均每周使用餐桌 28 小时。

调查对象中，37%的受访者把餐桌

当成孩子学习的课桌，28%的受访

者用它当办公桌，40%的受访者坐

在餐桌旁做手工，约33%的受访者

用它玩棋盘游戏。

调查显示，由于“居家令”，44%

的家庭共进餐饭次数增加，36%的

受访者因此认为与家人关系更加

紧密。至于与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聊天的话题，最常见的是影视节

目，其次是居家学习和玩游戏。

20%的受访孩子希望与父母讨论英

国国民保健制度；26%的受访孩子

问过父母为何不能出去找朋友玩；

将近三分之一的家长与孩子就某

一话题深入交谈过。

另外，将近 50%的家长规定进

餐时不能使用手机，12.5%的受访者

试图避免吃饭时谈论工作，40%的

受访者不允许家人一边吃饭一边

玩视频游戏。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思想家和教育

家，熟读儒、道经典，并崇信佛法，官任参

知政事，他在《岳阳楼记》中写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家喻

户晓。他治家甚严，教子有方。教导子

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在他的

教导下，他的四个儿子都从小熟读经书，

学有所成，为人正直。范家家风俭朴，乐

善好施。

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到苏州

去往四川运麦子。范纯仁回来时碰见了

熟人石曼卿，得知他因逢亲之丧，无钱运

柩返乡，故停留在此。范纯仁便将一船

的麦子全部送给了石曼卿，助其得以还

乡。范纯仁回到家中，因无法向父亲交

差，所以久久地站立在父亲身旁，没敢提

及此事。范仲淹问他道：“你在苏州遇到

朋友了吗？”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

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

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

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

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

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

兴，并夸奖他做得对。

范仲淹对自家人严格持俭，有时显

得不近人情，但也由此更显他的俭约本

色。据史载，范纯仁深知范家的习惯和

家规，对婚礼大操大办自然不敢妄想，大

婚时打算买两件稍微好些的衣服，这样

于父亲、妻子两边都能说得过去。谁知

范仲淹看过购置清单后立即板起了面

孔，说道：“婚姻自然是人生大事，但这与

节俭有什么矛盾？怎么可以借口‘人生

大事’而奢侈浪费呢？”父亲的一番话说

得范纯仁满面羞愧。由于范仲淹的坚

持，范纯仁的婚礼办得十分简朴，既没有

购置贵重奢侈的物品，也没有举办隆重

奢靡的婚礼。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

他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全部用于

扶危济困了，把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

子孙。他的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

西夏，屡立战功，是其得力助手；次子范

纯仁，后任宰相，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

中，恪尽职守；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

丞；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言

传身教，他们都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

清正廉洁著称，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

变，把做官得来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

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

了，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

活。

范氏家族自范仲淹之后，以清廉俭

约著称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为官清廉

守正。

摘自《检查日报》等

我儿子上中学以后成绩一直在年

级名列前茅，后来顺利考入武汉大学，

毕业后又到重庆大学读研。很多朋友

夸我儿子是天生的学霸，不让父母操

心，羡慕我有福气。其实，每个孩子都

是在犯错、纠错中长大的，我儿子也不

例外。

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流行玩悠悠

球。有一天，他竟然花18元买了两个悠

悠球。要知道，当时18元可以买一双运

动鞋。虽然花的是他自己的压岁钱，但

我意识到，该培养他的理财习惯了。

我模仿存折，用硬纸片做了几张

“大秦银行银票”，以丰厚的利息为诱饵，动员儿子

把手里的压岁钱都存进去。按约定，儿子存在“大

秦银行”里的钱，他随时可以凭手中的“银票”支

取，只要用途合理，他就有权自主购买他喜欢的玩

具和零食。因为赚钱不容易，儿子慢慢体会到了

金钱的珍贵，对做家务赚钱的热情也日渐浓厚，越

来越克制消费，不乱花钱了，自然就养成了勤劳节

俭的习惯。

转眼间，儿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刚上小学，

班主任反映他上课爱做小动作，趁老师往黑板上

写字的时候偷吃零食。

得知这一情况，作教师的老婆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进行整治：请老师让儿子站在讲台上帮忙点

名，让他知道站在讲台上可以把全班同学的小动

作尽收眼底，从而打消其做小动作不被发现的侥

幸心理；在儿子坦白了错误行为之后，我老婆又反

复强调听讲的重要性，要求他上课必须集中注意

力；每天检查儿子的书包，不许他带与学习无关的

物品……在老婆和老师的联合整治下，儿子上课

不注意听讲的恶习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平日，我和老婆要求儿子每天做完作业才能

出去玩，有一天，我加完班到家有些晚了，看到儿

子仍没有做完作业。

“妈妈把我写的作业撕了，让我重写。”儿子嘟

着小嘴，眼中含泪。老婆气鼓鼓地说：“他作业写

完没检查就急着跑出去玩，字写得缺胳膊少腿，组

词也乱七八糟。我回来一看，就把他写的作业撕

了，让他重写。”

过了许久，我走到书房门口，听到老婆正在给

儿子讲李大钊教育子女的故事，告诉他“要学就学

得踏实，要玩就玩得痛快”的道理，苦口婆心地教

导儿子做事一定要专心致志，不能像小猫钓鱼那

样三心二意。

儿子低着头向妈妈表决心：“妈妈别哭了，我

以后做作业一定认真，做任何事情都绝不再三心

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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