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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去表姐家，一进门就看到

外甥满脸不高兴。原来他这次数学单元

测 试 只 考 了 75 分 ，表 姐 气 得 火 冒 三

丈。 一旁的姐夫走过来当“和事佬”：

“没事没事。考不好没关系的。我们只

要有一技之长就行。”

“考不上没关系，努力就行”“你尽力

就好，考几分不重要”……这是不少父母

用来安慰孩子的常见语，却被心理学家

刘晏华判为“忌语”——爸妈以为自己姿

态很高，其实是对孩子最大的看不起。

这些话可能会被孩子解读为：“他们

根本不懂，也不关心我，他们都看不出我

有多在意难过。”“父母这么说，看来是

已经不看好我，对我没信心了……”常常

把“没关系”“不要紧”挂嘴边，在某种程

度是一种“负面强化”，非但不能给孩子

正确的鼓励，还会让孩子越学越没自信，

对学习和考试越抗拒。

不恰当的语言表达，对孩子的杀伤

力远远超乎预期。如果孩子考试考砸

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孩子的情绪低落，如果父母能够及时“看见”

情绪，并且肯定孩子的感受，让他感到被共情了，

低能量情绪才能真正向高能量情绪转化。

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与孩子对话：“我看到你情

绪低落，是不是因为没有考好，心里难过？”还可以

举一个例子：“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有一次考砸

了拿到试卷那一刻就哇哇大哭起来，老师都被吓

到了！”

孩子听到这话，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了：“还

有这样的糗事，后来怎么收场的？”

“当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过哭完后心情就

舒畅了。回到家后，就把那张试卷贴在书桌前的

墙上，时时提醒自己要踏踏实实学习。”通过这样

分享过去的失败，让孩子感觉到考不好并不是只

有他一个人会这样，要学会与做不好的自己相处，

并接纳自己的情绪。

当孩子从感性的场景中恢复到理性状态，最

需要的是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接下来该怎么

解决和避免。这时父母要放下自己的批判心，保

持客观成熟的心态陪孩子分析原因。当孩子一步

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改进时，别忘了夸孩子一

句：“你现在看问题和之前又不一样了，真的是进

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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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

湘阴县一个世代书香的耕读之家，

不仅在疆场上屡立奇功，也是一位

以“立品当如山有岳，持身要比玉无

瑕”自期的清廉官员。

他在湘阴柳庄耕读期间，继承

先辈乐善好施的传统，经常参加赈

灾义举，每遇灾年都在路边搭建大

棚，让家人熬粥救济难民，熬汤药医

治得病灾民。

1862 年，50 岁的左宗棠被任命

为浙江巡抚，接着又升任闽浙总督、

陕甘总督，收入不菲。在财富面前，

左宗棠没有迷失方向，还是过着艰

苦朴素的生活。在任陕甘总督、钦

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因为长

年伏案办公，衣袖经常磨破，他就在

衣袖外罩了一层袖套。这一发明被

下属敬称为“宫保袖”，久而久之流

行于西北大营。任陕甘总督时，他

兼任茶马使，按规定可得一份兼职

俸禄，10 年累积白银 38 万多两，但

他分文未动。后来，兰州黄河大铁

桥的修建，主要用的就是这笔钱。

生活中，左宗棠身正垂范，言传

身教地教育家人，以简约为荣，铺张

可耻。任高官20余年，他不贪不占，

连按官场惯例享受的补贴也一概不

受。清政府每年拨给他的养廉银子

有二三万两，可他仅给家中白银200

两，余钱都用在扶贫救灾、修城墙、

办书局书院和资助西征军粮饷等公

益事业上。

左宗棠60大寿时，子女们想尽

孝，欲在柳庄举办宴席庆贺。左宗

棠得知后，急令取消，责备孩子们忘

记祖训，铺张浪费。有一年，次子孝

宽见官宦子弟皆居豪宅大院，自家

房子却寒酸至极，便想把长沙司马

桥旧宅进行修缮。他未请示父亲，

偷偷花了600两银子，扩建后栋、加

筑轿厅。左宗棠知道后，严厉训

斥。孝宽知道父亲动了怒，追悔莫

及，自此严守家规。

1870 年，两个儿子写信给左宗

棠，请求父亲给钱，用于添置田产，

左宗棠回信说：“今年朝廷赏给我的

养廉银已用于兰州书院学子求学，

还准备明年筹备一万两为家乡湘阴

赈灾，所以没有多余的银两来给你

们私置田产了。”

左宗棠要求子女勤奋读书，自

强自立。孝威、孝宽十四五岁时，常

因交友嬉戏而荒废时日，左宗棠因

此忧心如焚，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

也都是教育他们如何勤俭持家、耕

读为本、乐善好施，不要沾染纨绔子

弟陋习。他把“崇俭广惠”和“勤耕

读”作为传家之本，勉励后代要治有

用之学、成经世之才，特别强调“耕

田”和“读书”两者不可偏废。他题

写的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本，

去浮华”一直是左氏后人牢记于心

的家教箴言。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自从女儿有了钱的概念，很多事

情都不一样了。

女儿不爱运动，为了让她锻炼身

体，我和她爸商量每天傍晚一家人到

楼下打半小时羽毛球，她总是以各种

理由拒绝。我使出撒手锏：“你给爸爸

当陪练，一天给你2元陪练费怎么样？”

她立即答应：“那还差不多，今天就

去！”又有一次，老公去洗车，让女儿帮

忙，也给了她20元奖励。

一来二去，女儿开始事事跟我们

谈钱，收拾房间要奖励，洗碗要奖励，

取快递还是要奖励。我心里很不是滋

味，感觉女儿没有一点儿人情味，啥事

儿都能跟钱扯上关系。

一天，我让她去洗碗，她又跟我讨

奖励，我脱口而出：“妈妈做饭给你吃，你咋不付

费呢？给你洗衣服，你怎么不给红包呢？”女儿不

服：“那为什么帮爸爸洗车、当他的陪练可以得到

奖励？”“洗车不是你分内的事，奖励你理所应

当。打球能得到奖励，是我们的良苦用心，是为

了让你锻炼身体。我们这么花钱哄着你开心地

去运动，你难道就没有体会到我们的爱吗？”我语

重心长地望向女儿。她一下子愣住了。

她不是不懂道理，只是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

题。看到她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缓和语气，拿毛

巾给她擦干手，然后牵着她坐到沙发上：“宝贝

儿，钱是好东西。可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用

钱来计算，我们就感受不到幸福了。如果妈妈做

的每顿饭都要收你几元钱，你会不会觉得家里是

饭店而不是自己的家？爸妈养了你，为你付出那

么多，你做自己分内的事还要钱，是不是也会伤

爸妈的心呀？”

“有点儿。”女儿小声说，“那为什么有时候你

们也给我奖励呢？”“当你做了额外的事，付出了

辛劳，应该得到奖励呀！”

“明白了，分内的事就应该自己做，承担了分

外的劳动才应该得到奖励。”女儿恍然大悟。“宝

贝儿真聪明，一点就通。”我赶紧鼓励她。接着我

又问：“那你说说哪些是你分内的事？”“收拾自己

的房间、洗碗、拖地、帮妈妈做一些小事，这些都

是分内的事。还有，打球锻炼身体也是我分内的

事，以后打球就不要你们的奖励了。”“嗯，如果爸

爸想偷懒，不愿意去打球，你能成功地把他拖去

和你一起打球，妈妈也会奖励你，这样爸爸就可

以减肥了。”“好啊！”女儿开心地笑了。

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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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不少家

长会“一心二用”，不时处理一些其

他事务，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

不愿深入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我问学生，每日睡前阅

读你们是怎么完成的？

小艺委屈说道：“爸爸妈妈让

我大声读给他们听，但是我读的时

候他们一直在看手机，根本不关心

我读了什么！”

我与小艺的父母取得了联系，

询问他们对亲子阅读的看法，了解

小艺在家的阅读情况。小艺妈妈

坦言：“老师，下班后的时间我们都

拿来陪孩子了，但作为大人，对小

孩子的书真的没有多少兴趣。而

且回家之后经常要处理工作上的

事，很难真正去关注孩子在读什

么。”

从小艺与其家长各自的表述

来看，双方都很渴望参与到亲子阅

读活动中，但他们的相处模式存在

一定问题：小艺的家长并没有做到

“有效陪伴”。孩子是家长的一面

镜子，家长不爱阅读，敷衍了事，一

边陪孩子，一边看手机，孩子也很

难真正爱上阅读。

如何提升亲子阅读中父母陪

伴的有效性？针对小艺家的实际

情况，老师们制定了以下方案：

1.营造良好的亲子阅读环境。

“如果有可能，就用书来搭建房

顶。”这句话虽然夸张，但真正将书

作为家居的重要组成，对于孩子的

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为孩子提供

数量充足的图书，在舒适、安静的

环境中和孩子一起畅游书海，这样

才可能使亲子阅读达到真正的效

果。

2.有效安排亲子阅读的时间。

我们建议小艺父母每天在固定时

间陪伴孩子阅读，并要求家长心无

旁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切忌将

坏情绪带回家中。在孩子读得兴

趣盎然时，默默聆听；当孩子有懈

怠情绪时，也不要急于督促，给予

孩子一定空间。

3. 多样化的亲子阅读互动策

略。在阅读时，要学会鼓励孩子表

达自己的想法，家长认真听取孩子

的意见，通过赏识教育使孩子产生

成功感和荣誉感，从而激发对阅读

的兴趣。还可以与孩子一起针对

书中的某个情节进行角色扮演，走

进故事，与书中的人物同感共情。

这样的形式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

味性，还密切了亲子关系。孩子在

阅读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家长对孩

子一定要有耐心，允许他们有不同

的意见，哪怕他的意见是粗浅的、

偏颇的，也不要粗暴简单地否定，

可以耐心地解释，也可以和孩子一

同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