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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跪求儿子上学”谈起——

与其“自我牺牲”
不如“相互成全”

■ 记者 胡敏

近日，一张母亲跪求儿子上学的照片引发热议。照片中，一位打扮朴素的母亲，低头跪在儿子面前，儿子却坐在椅子上，
跷着脚，悠闲地玩着手机。一张截图显示，儿子将母亲下跪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并配文“开心每一天”。

从心理学来说，孩子对父母天然有着深深的爱，甚至比父母给孩子的爱更多，更无条件。然而，照片中的儿子却对母亲的
乞求显得很冷漠，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类似的新闻见诸报端，上海一名男子向母亲索要2万元，母亲没有，男子让母亲向亲

戚借，母亲不肯，男子就在大街上对母亲大打出手。这些对父母冷漠，没有感恩之心，甚至过度索取的孩子究
竟怎么了？我们如何培养独立自主的孩子？本期邀请到成都广播电视大学芙蓉女子学院副院长商雪梅，与我
们共同探讨。

“跪求儿子读书”的照片引起了四川

省特级教师、成都师范附属小学语文教

师姚嗣芳的关注。她认为，这件事给家

长提了个醒，从小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

读书观。

家长通过央求的方式让孩子读书，

孩子会错认为读书是为了帮助父母，即

便是坐在教室，也没有目标，缺乏热情和

动力。对学习的态度，折射了对生活的

态度，为父母读书的孩子，在生活中也难

以有责任、担当。

孩子为父母读书，与教养方式有

关。姚嗣芳认为，父母在养育孩子时，要

有底线思维。该做的事要让孩子做，该

承担的责任要让孩子承担。家长会偷

懒，孩子更优秀，尤其是在三件事上：孩

子力所能及的事、成长遇到问题、做选择

和决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整理房间、

洗自己的衣服、洗碗扫地等，家长不大包

大揽，给孩子学习生活技能的机会；遇到

问题时，包括写作业、人际交往、与老师

相处，家长让孩子先想办法，只答疑不直

接帮他解决；做选择和决定时，比如什么

时候写作业、去哪儿玩、时间怎么规划、

穿什么衣服，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都尊

重孩子意见。家长有意识地“偷懒”，实

际上是给了孩子锻炼各种能力的机会。

每个年龄段都有该干的事，学龄阶

段的孩子，读书就是最应该做好的事，只

有好好读书，有了本事，长大才能安身立

命，回报社会。

缺乏学习动力，是因为没有从思想

上建立人生的目标。有的孩子从小衣食

无忧，爸妈把一切都安排好，生活不用操

心，只管学习，反而容易缺乏目标感，因

为想要的父母都满足了，没有追求的动

力。有的父母给孩子传递的价值观比较

狭隘，只告诉孩子要好好读书，缺乏对读

书目标的讨论。

回答为什么要读书，其实是回答，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姚嗣芳认为，读书

既是为了未来找一份工作，有选择更好

生活的能力，也是为了未来能通过自己

努力，给单位创造效益，给社会创造价

值，还可以是为了能引领某个领域的发

展，给更多人创造美好的生活。“教会

孩子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要有梦想，

不仅有现实层面的追求，还有精神层面

的追求。”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始于通过自己

努力实现一个个小目标的愉悦体验。姚

嗣芳给家长提出四个建议：

首先，在生活中给孩子参与的机

会。一两岁时，收拾玩具，帮父母提小东

西；三四岁时，倒垃圾，洗小内裤；上小

学，独立收拾书包等，孩子通过努力，超

越自己，获得愉悦体验，这才是成长的内

驱力。

其次，善于使用评价，及时让孩子看

到自己的优点和进步，包括学习和生活

上的。生活有更丰富的内容，其他方面

获得的愉悦体验也会迁移到学习中来。

再次，善于运用榜样的力量，多和孩

子一起读人物传记或者聊身边人的故

事，潜移默化地让孩子明白，这个世界有

很多值得尊敬的人，通过学习掌握文化

知识、学习技能，给他人带来价值，活出

人生的意义。

最后，父母多读书，多学习，在家庭

营造读书的氛围，热爱生活的氛围，用行

为向孩子传递，一个人如何通过实际行

动，让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幸福。

姚嗣芳：和孩子聊聊“为什么读书”
■ 记者 胡敏

看到这张母亲跪求儿

子上学的照片，有人为父

母不值，“父母付出一切，

却养不出一个懂得感恩的

孩子”“养了一个白眼狼”；

有人表示问题就出在养育

方式上，“跪着的父母养不

出站着的孩子”“慈母多败

儿”。

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

文章《跪着的父母，养不出

站着的孩子》中，作者引用

不具名的“美国儿童心理

卫生专家”的话：“有十分

幸福童年的人，常有不幸

的成年。”作者在文章结尾

强调：“真正有远见的父

母，都下得了狠心，舍得苦

孩子，用孩子。”

“这句话容易让人误

解，传达出你给孩子幸福

的童年，他的成年就不会

幸福。”一位家长在评论中

提醒。但还是有不少家长

对正确的教养方式仍然存

在误解。有家长认为，对

孩子应该从小加强管教，

“就一个字，打！打到他嚣

张不起来。”“棍棒下出好

人，家长不能纵容小孩。”

“打骂教育、故意让孩

子吃苦不可取。”商雪梅分

析，两种教养方式容易培

养出不懂感恩，甚至故意

伤害父母身心的孩子。一

种是溺爱型教养方式。什

么都以孩子为中心，只给

予爱和满足，不让孩子承

担责任和义务，久而久

之，孩子觉得父母的付出

理所当然。另一种是掌控

型教养方式。认为“不打

不成器”，小时候因为力

量弱小，孩子会屈服，等

长大一点，孩子自我意识

觉醒了，就会开始对抗，

“由奴隶变将军”，用不上

学、自残等方式迫使父母

屈服。

还 有 一 种 复 杂 的 情

况 ，是 两 种 教 养 方 式 并

存。掌控型父母，遇到孩

子出现一些出格的行为

时，因为惧怕孩子自我伤

害，可能变成溺爱型。溺

爱型家长在孩子突破底线

的时候，也会转化成掌控

型家长。这两种教养方式

都忽略了孩子的价值观、

认知能力、创新能力、合作

能力以及职业发展能力的

培养。

2011 年，曾发生一件让人痛心的事。

日本留学生汪佳晶，每个月都要从母亲那

里索要7000元生活费，母亲四处举债，一时

拿不出钱，他竟残忍地连捅母亲数刀。

2019年，一个大一女生的求助帖走红

网络，她希望母亲每个月给自己 4500元的

生活费，遭到拒绝后，觉得自己很委屈，认

为一个月2000元的生活费根本不够花。“高

中肯给我几大千元补课怎么大学就不给我

了呢？”这位女生说。

父母信奉“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哪怕是

被生活压弯了腰，生了病不敢去医院，也要

倾尽全力满足孩子的要求。孩子却不会体

谅父母，还抱怨父母为什么没有给得更多。

商雪梅认为，家长满足孩子的需求并

没有错，问题在于，片面地满足物质上的需

求。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

次，人的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

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一个人实

现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有动力追求较高

层次的需要。

家长把关注点始终放在创造物质条

件，比如吃、穿、补习班等，或者完全满足孩

子生活上的要求，放任孩子吃垃圾食品、玩

手机等。孩子看起来很幸福，实际上内心

反而很匮乏。

“他们的精神需求，可能并没有被看

见。”商雪梅认为，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有

获得幸福的能力。这种能力由三部分组

成：才能、品德和身心健康。家长容易只重

视才能，并且狭隘地理解为学习成绩，忽视

孩子其他部分，比如价值观、创新能力、合

作精神的发展。

商雪梅提醒，母亲过于自我牺牲，不利

于孩子形成独立自主的意识。“跪求儿子上

学”的母亲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生活中，不

少母亲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朋友、爱好、事

业。当我们把个人价值与孩子的价值捆绑

时，孩子一方面知道父母的“软肋”，故意不

好好读书，这样父母就会答应所有要求；另

一方面，孩子的价值观扭曲，学习、成长本来

是自己的事，结果成了满足父母的期待。

两种教养方式容易养出“白眼狼”
物质上富养，却忽略了精神沟通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双向养育式。”商

雪梅说，不要总是父母高高在上，也不要把

孩子抬得高高在上，而是父母和孩子平等

沟通，彼此成就，共同成长。

父母什么也不要，把自己的需求压缩

到最低，也要尽可能地把物质条件给孩子

创造好，是伟大的父爱、母爱。然而，更深、

更长远的爱，则是父母把热情投入到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帮助孩子获得实现人

生价值的能力。

商雪梅在做家庭教育咨询时发现，四

种沟通模式的家长难以得到孩子的尊重：

第一种是“玩感动”，跟孩子强调我多不

容易，我付出多少，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第二种是讲大道理，就行为本身讲“无比

正确的废话”，一心一意说服孩子，不倾

听孩子真实的想法；第三种是宣泄情绪，

而且往往是愤怒，愤怒的背后其实是无能

为力，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和孩子沟通，

只能发泄情绪，让孩子被迫屈服；第四种

是表现出无助，用哭泣等柔弱的姿态面对

孩子，和愤怒一样，通过表达情绪让孩子

按父母的期待做。

“父母对孩子最深的爱，就是尊重孩子

真实的想法，帮孩子找到成长的内驱力。”

商雪梅认为，当孩子行为不符合自己预期

时，不要只是说教或者用情绪让孩子听我

们的，而是看见孩子背后的需求。比如不

愿上学，是因为学习遇到困难了？和同学

关系不好？还是担心老师的看法？家长要

看到孩子行为后面的真相，孩子的感受、想

法和需求。行为只是症状，背后的真相才

是原因。当孩子解决了一个成长中的难

题，取得进步，或者付出有了成效时，要及

时给予鼓励。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什

么样的人。”商雪梅认为，当家长热爱生活，

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爱好或者事业，孩

子也会获得成长和创造的力量。在此基础

上，接受自己和孩子的不完美，用发现的眼

光，看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鼓励孩子与他

人、社会建立链接，实现自我价值。

帮孩子找到成长的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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