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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作家毕淑敏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的孩子

越来越冷漠了，对父母和老师的付出漠然以

对，认为大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孩子会越来越冷漠呢？他们在家

人的宠爱中成长，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爱的启

蒙，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每一样都在向他们传递

着爱。孩子得到了那么多的爱，为什么还会出

现“情感荒漠”？这个问题值得大人反思。

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冷漠的孩子，其实

都是被大人影响的。

上学期，和几名家长作为代表参加儿子

的班会活动。班主任是一名年轻女孩，非常

温柔有耐心，整个活动流程设计得简洁流畅、

充实饱满。可结束的时候，却只有零星的掌

声响起。

年轻的女老师羞赧地站在讲台上，有那

么一丝不知所措。她希望孩子和家长都能对

今天的活动提出反馈意见。可没有一个人说

话，冷场片刻。我赶紧举手，带着儿子“捧

场”，对老师的专业素养和工作用心表达了感

谢和敬意。

但它却成为了现场唯一一条反馈，孤零

零的，突兀又尴尬。

我很困惑，难道只有我感受到老师的用

心吗？家长们为什么不能鼓励孩子积极参与

呢？还是孩子们碍于家长在场表达不自在？

叹息之余，让我认识到，孩子生活在成人

演绎的大千世界里，每一个冷漠的孩子背后，

都对应着一个消极的家长，冷漠滋生冷漠，因

果明白可见。

联想到前阵子受邀去朋友家吃晚饭。饭

桌上，我刚夹了两筷子菜，朋友的女儿就张嘴

说：“阿姨，我问你个问题……”没等孩子说

完，朋友便皱着眉头打断了她：“食不言，寝不

语。”孩子讪讪地埋下头，不再吭声。朋友说，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女儿迷上了脑筋急转弯，

一得空就要提问，逮着人就问，让人不胜其

烦。“一点意思都没有，又不好笑。”她板着脸

一本正经地说。

很多父母在面对孩子时会干涉孩子的情

感流露，缺乏对孩子的情感回应。孩子热情

地向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从书本上看到的、

从学校里听来的好玩的事情，渴望与身边的

人建立亲密连接，得到的却只有回避与无视，

内心一定充满了挫败感。

爱，本是流动的能量，当热情被浇灭，爱

就会淤积，孩子当然就会变得冷漠。

儿子很喜欢的一本绘本叫《猜猜我有多

爱你》，故事讲一场关于爱的竞赛、爱的对

话。“我的手举得有多高，就有多爱你。”“我爱

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我跳得多

高，就有多爱你。”一对野兔父子互相“攀比”

谁给对方的爱更多。小兔子用天真和想象表

达着对爸爸的爱，大兔子用智慧和热情回应

着孩子的爱。整本书充满了温暖的互动和浓

烈的爱。

我一直跟儿子说，人世间有很多美好与

善意，要珍惜、要记录。凡是让你觉得心动

的、美好的一刻，都值得你表达与分享。所

以，他从来不吝啬对家人、对朋友表达爱。在

我们家，“我爱你”“我更爱你”随时随地都在

发生。

朋友问我：“你家小孩性格好，朋友多，你

平时是怎么引导的？”我笑了笑，心想，我们一

直认真地回应他的爱，认真地与他互动，从不

回避和敷衍，算不算？他讲的脑筋急转弯，我

和他爸会争相抢答；他分享学校里好玩的事，

我们就回馈一个工作中的趣事。

爱的正确打开方式，不仅在于表达，更需

要回应。由衷地欣赏孩子，大声地对孩子说

“我爱你”，诚恳地回应孩子的每一句话，就像

那只温情的兔子爸爸一样。打开爱，看到爱，

感受到爱的力量，孩子一定会变得热情、阳

光、快乐。

女儿刚读高中时，一度因数学成

绩不理想而焦虑烦躁。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尽管我是一名初中数学

老师，但面对女儿摆在书桌上的数学

习题，也是束手无策。为了缓解她的

压力，我想到给她找个家教。本以为

女儿会愉快地接受，可是还没等我开

口，她便否定了我的建议。

眼见着一向活泼的女儿日渐消

沉，我心急如焚。就在我一筹莫展之

际，一个念头从脑海里迸发，那就是

与女儿一起学习。我将这一想法告

诉女儿时，她没有反对，还露出了笑

容。我知道，女儿是默许了。

于是，我重拾遗忘多年的高中数

学。翻看着崭新的教科书，那一串串

似曾相识的文字、那一个个熟悉的符

号、那一幅幅规范的图画，一下子将

我带回了学生时代。一有闲时，我便

开始学习，从最简单的知识点开始，

逐一理解、消化，做课后习题。

晚上，女儿坐在客厅的书桌旁学

习，我就坐在她的对面研究数学习

题。刚开始，女儿不问我，我也不去

打扰她，我们就这样自顾自地做着自

己的事。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周。

周末的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

轻轻的敲门声：“爸爸，您能不能给我

讲题？”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穿衣

起床。女儿问的是一道集合题，看上

去并不难，是交集与并集的综合。这

样的题，她应该是会的。我觉得女儿

是在考我，我没有丝毫犹豫，拿出本

子和笔开始解题。我早有准备，自然

没费多大功夫就解了出来，并且将解

题思路与过程和她做了交流。

“老爸，您还真下了功夫，我还以

为您是在说着玩儿。其实，这类题我

都是会做的，不过您的思路更清晰，容

易理解。”女儿的话验证了我的判断。

我顺势利导，与女儿做了一个约定：她

的目标是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我的目

标是通过选调考试进入县城的学校。

周一的早上，女儿上学去了。我

从书架上拿来一个记事本，准备了两

道高考真题，摊在书桌上。吃过午饭，

女儿主动完成了记事本上的习题。我

对照答案看了一下，没有任何问题。

在她的提议下，我又拿出一个记事本，

这个记事本是专门记录女儿不会的

题，留给我来解决。先前的记事本上，

每天中午和晚上各留一道题，由女儿

来解决。从那以后，每天中午和晚上，

我和女儿都要交流一段时间。

毕竟不是专业的高中数学老师，

放下书本时间太长，我对知识的理解

和吸收存在一些困难。为了更好地

提升自己，对女儿提供切实的帮助，

我不断访名师、拜益友、查资料，对于

女儿留在记事本上的题，总能给出详

尽的解答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伴读，女儿的数

学成绩有了很大起色，连续几次的单

元和阶段性测试都考到了 100 分以

上。第一次阶段性考试结束，女儿的

数学突破了 110 分。我记得特别清

楚，那天中午，她还没进门就高声喊：

“老爸，我回来了。”我一听那语调，就

知道她心情好。果然，女儿一进门就

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数学考试差点就

拿到120分。还让我猜她到底考了多

少分，我猜了几次都没猜准，女儿笑

得更欢。“老爸，不是 115 分，也不是

119分，是118分。”是的，118分。或许

在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那里，118 分

并不算什么，但在我女儿这儿，这个

分数就是喜悦、就是成功。

女儿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越来越

高，主动与我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时，我故意露出破绽，她都能准确

地作出判断。女儿脸上的笑容越来

越多，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随着年级的升高，数学学习内容

更丰富，我明显感到吃力。女儿鼓励

我不要放弃，还时常辅导起我来。我

和女儿俨然成了数学学习上的好“伴

侣”。

高中期间，女儿的数学成绩虽有

波动，但她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越来越

高，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也越来越

强。看着女儿大口吃着我做的饭菜，

边吃边与我聊学校里的趣事，我知道

她已经顺利渡过了难关。如今，女儿

已经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也顺利通

过选调考试进入了县城的初中。

震惊 ——稚子遇
“铁锤”

“没得事，都没有青紫！……

你又乱说，哪里来的铁锤？”婆婆

一声呵斥。

我猛地一惊——“铁锤？！”

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客厅，

确认孩子并未有太大的外伤，悬

着的心落了地。孩子的奶奶站在

我身边不断强调“不会有铁锤，小

区里哪里来的铁锤？不要乱说。”

泣不成声的孩子眼见如此，带着

哭腔一再重申自己陈述的事实。

四五岁的小不点，年龄虽小但对

待事理、情理并非全然不明白，看

他着急地为自己辩解，诉说着自

己的害怕，心猛地抽疼，嘴边的那

句责问“妈妈接到你的时候为什

么不给妈妈说？”已然猜出了八九

分答案。

换好鞋，牵着小儿子准备下

楼问清楚事情的始末。打开门的

霎那，大儿子冲出来闹着要一起

去，沉思片刻，觉得由大儿子下去

打听更为妥当。一是大娃本身就

是孩子，他去打听更有年龄优势；

二是作为哥哥，由他去，可以建立

他保护、疼爱弟弟的意识，弟弟对

哥哥也会更有依赖感。

站队 ——放一放
还是去理一理

老公急急地叫住我们娘仨，

认为我小题大做，公公婆婆也迅

速站队——孩子又无明显外伤，

现在一家人已经回来了，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何必去“寻事”？

我的公公婆婆大半辈子都生

活在农村，对子女的教育一直信

奉的就是“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

子”，他们嘴里会经常念叨：“这么

多年没有和亲朋邻里闹过一句嘴

（方言——吵架）。”对他们，我一

直心存感激，是他们的言传身教

把我的老公培养得如此善良平

和、温柔体贴，那是宽容有爱的家

庭环境里才能养育出的孩子。没

有多少文化的他们，身上却兼具

着“睦邻”“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

美德。可这件事，我不能认同他

们的“息事宁人”，有些伤害“看不

见、摸不着”，但会泄了孩子一生

中“向阳”的底气。孩子虽小，但

不能敷衍他的感受。

嘱咐大娃牵好弟弟，打听清

楚三个问题：一是谁打的二娃；二

是为什么打二娃；三是用什么打

的，打的哪些部位。

“得令！”大娃双手抱拳，牵着

二娃拂袖而去。消息很快传来，

二娃在楼下玩的时候，被一个10

岁女童用锤子敲了头部和大腿

根，女童的名字也打听到了。我

夸了夸大娃，赶紧下楼“顺藤摸

瓜”。婆婆一边给这位女童的家

长打电话，一边急急地换鞋跟着

我出了门。我知道，她是担心我

和别人争论。

旁枝 ——被害者
有罪论

家长齐聚，事情也不复杂，当

着孩子们的面，问清楚问题，该承

认错误的承认错误，该道歉的道

歉，给孩子一个交代，消除孩子心

中的负面影响，“懂理”的双方家

长处理起来应该都不难。可事情

却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问及女童为何打二娃时，小

女生咬紧嘴巴就是不说，我们就

这样僵持着。一旁的婆婆显然比

我们都着急，转身指责二娃“你一

定是骂了姐姐，不然姐姐为什么

打你？姐姐又不是疯子，她又没

打别人只打你，一定是你做错了

事情。”这样的“因果论”和“逻辑

推断”让我瞬间“石化”。想来这

样的指责匪夷所思，却又似曾相

识。曾几何时，我们都或多或少

被灌输过“责人先责己”的道理。

传统文化也一直教导我们“仁义

礼智信”，要修身、要克己……传

统故事“孔融让梨”“六尺巷”“鲍

叔牙辞相让贤”等倡导我们要谦

让、要克己。……

窥见 ——成长中
难以言说的伤

面对亲朋好友时，不但自己

要表现出恭敬忠良、宽容大度，

连孩子也不能表现出“小家子

气”。不管自家孩子乐不乐意，

只要其他孩子开口，食物、玩

具、书籍，大手一挥——分享；

孩子间有了争执打闹，秉着“宽
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理念，上
来对着自家孩子就是一通训斥，

“以大欺小、要让着客人……”
网上有条《被迫懂事的孩子内心

究竟有多痛》的帖子，阅览量10

万＋，其中点赞特别多的评论是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他明

明可以直接推脱在我身上，却偏

偏硬要找一段说辞。”“他用行动

告诉我：没有为什么，都是我不

对。……”压抑的文字密密麻

麻，像是下在心头避不掉的雨。

前些时日喧嚣尘上的“指鼠

为鸭”事件已尘埃落定，可时至今

日，我仍忍不住会想到那名当事

者，作为学生的他会以什么样的

心绪面对这一系列的遭遇：鼠头

饭——被学校通传——与学校和

某食品监督部门一起承认“鸭

脖”——书面澄清——被迫道

歉。如果事事不能尽如人意，在

面对强权和怒目时，我们的孩子

又可以从哪里汲取“君子可内敛

不可懦弱，面不公可起而论之”的

底气？

底气 ——来自家
人的信任和共情

很赞同这样一段话：“父母存

在的意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

富裕的生活。而是当你想到你的

父母时，你的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困

难的勇气和能力，因此获得人生

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我想作为家长，无论发生什

么问题，请首先选择相信孩子。从

眼前看，父母的信任能让孩子感受

到力量，有利于平复孩子面对不良

事件时的不良情感体验，从而有助

于还原事情真相，让父母与孩子共

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长远

看，这种信任是精神的力量，让孩

子拥有从容面对生活的勇气与担

当，而不是面对问题时的隐瞒与退

缩和对情绪的压抑。

然后是要共情。共情不是对

与错的定性判定，共情是接纳与

倾听。让孩子自然表达自己已有

和潜在的情感与情绪，才能让我

们看到最真实的孩子，从而找出

问题，对症开方。

共情是蹲下来看。大人的世

界是怎么样的呢？孩子答：大人

的世界全是屁股。美国心理学家

德华·桑代克说：父母只有站在孩

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才能理解孩

子的心理需求。家长只有站在孩

子的立场去感受他遇到的问题，

通过对孩子的了解，找到影响孩

子情绪的关键点达到准确共情，

这样才能让孩子感觉被理解。共

情是共同协商解决。解决问题的

建议中少一点目的性，当建议不

被孩子采纳时，应积极寻求其他

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上升焦灼情

绪或直接批判孩子。

爱的
正确打开方式

■ 张露

伴读时光最难忘
■ 施训洋

编者按

孩子年龄尚小，一起玩耍时难免会出现磕碰和摩擦，但家长不能忽视这个看似正常的“小事”，当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或被欺负、受委屈时，家长如何化解矛盾、
妥善处理十分重要。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激化矛盾，影响孩子的人际交往，还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

当冲突发生时，如何化解矛盾，体现了家长的智慧，一位妈妈的处理方式和思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启示。面对孩子之间的小摩擦，家长的正确引导能赋予孩
子解决问题的底气，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全的人格，提高孩子处理问题、适应未来生活的能力。

不能化了的不能化了的““小事小事””
■ 王蕾

“哇……”刚跨进家门的小子——哭声震天。

见怪不怪，四五岁的孩子每天都要哭个三四次，比吃饭的次数都多。刚接了大儿子放学，顺便带回了在小

区里一直“舍不得”回家的小儿子。我慢腾腾地在卧室换着睡衣，正好躲过这波“声化炸弹”。

亲爱的孩子，当看见你接受道歉擦干眼泪说没关系时，我知道这件事在你心里已经云淡风轻。
作为妈妈，我不仅关心你身体的健康，更关心你人格的健全。

愿你所有快乐，无需假装，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倘若世事坎坷，不如人愿，那当你受到不
法侵害时，妈妈愿你有挺直腰杆为自己大声疾呼的勇气，由内而外，从容坚定。

等你长大了，长高了，浑身鼓着结实的肌肉，脸颊有了如同爸爸一样的青硬胡茬时，你还会想起
这件挨打的小事吗？会如何说起这件小事呢？或故作神秘、或轻描淡写、或释然一笑，或学着绘本
里的口吻，温柔地向你的孩子说道——“我的妈妈真的很棒！”

我想这就是作为妈妈执著于这些“小事”的全部意义。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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