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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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不认错
■ 王小梅

我向来笨嘴拙舌，不喜欢将感情宣之

于口。这大约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的

父母都是极为传统的家长，他们不擅长用

语言表达爱，对孩子的爱笨拙、含蓄又沉

默。

幼时，每次见到别的家长自然地拥抱

自己的孩子，亲昵地叫他们“宝贝”，我总

是羡慕不已。成年后，无论是恋爱时，还是

结婚后，我都极少用口头或肢体语言表达

对另一半的爱意，类似“我爱你”这种稍微

亲密一点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觉得难为

情。

后来，我的孩子出生。我对他最亲密

的称呼就是“乖”，“宝贝儿”这个词好像格

外烫嘴，难以启齿。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

大，他已经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比如，早晨我去叫他起床，他会带着一点

起床气说：“妈妈，你应该说‘宝贝，起床

啦’。”我忍俊不禁，只好照着他的话重来

一遍，他才肯乖乖起床。

晚上和儿子并排坐着洗脚，我问他晚

上是不是吃多了。儿子拉着我的胳膊，将

身体斜靠过来，撒娇似的说：“妈妈，你应

该说：‘我的小宝贝，你是不是吃多了，妈

妈给你揉揉肚子哦。’”儿子的话把我逗乐

了，我扑哧一笑，边给他揉肚子，边学着他

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刚刚那段话。如此这

般后，儿子脸上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某个周末的午后，我在书桌前加班，

儿子在旁边安静地玩玩具。期间，我离开

座位去倒水喝，在我转身走回座位的时

候，孩子放下手中的玩具，飞快地朝我的

座位跑去。他跑得太急，刚跑出去几步就

摔倒了，但几乎是一瞬间他就从地上爬了

起来，整个上半身扑在座椅上。

我无奈地苦笑两声，用略带责备的语

气对他说道：“快让开，不要影响妈妈工

作。”孩子却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妈

妈，我不想让你上班，我嫌你太累了。”那

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暖的感动。我走

上前去，把孩子拉起来，轻轻地搂在怀里，

亲昵地蹭一蹭他的小脸蛋，柔声说道：“我

的宝贝真懂事，谢谢你，妈妈爱你哟。”孩

子也蹭蹭我的脸颊，用稚气的小奶音回应

道：“我也爱你，我的好妈妈。”

孩子总是那么纯粹、真诚又热烈地表

达着他对你的爱意。爱的语言就像仙女的

魔法棒充满魔力，现在的我，在孩子的影

响下，已经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和

孩子拥抱、亲吻、互道晚安，是每天睡前的

仪式。

孩子是“童年的我自己”，当我认真地

聆听他、深情地拥抱他、热烈地亲吻他的

时候，我仿佛也在照顾着童年的自己。当

我足够爱他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自己

的童年也被父母爱着。

爱与接纳
孩子成长的基石

电影中有许多场景让人印象深刻，特别

是哪吒被穿心咒击中，殷夫人不顾儿子满身

的尖刺，紧紧抱住哪吒，对他说：“和你度过的

每一天，娘都很开心，娘从没在乎过，你是仙

是魔。娘只知道，你是娘的儿。”这一幕无疑是

影片中最催人泪下的场景。这一场景不仅展

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更深刻揭示了影片

的主题之一——亲情的力量。

“哪吒之所以能够突破命运的枷锁，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家庭给予他的爱与接纳。”商雪

梅解读道，哪吒天赋异禀，幸，也不幸。不幸的

是他以“魔丸”的身份出生；幸运的是他有一

对深爱他的父母，让他在困境中仍保有抗争

的勇气，最终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宣言，

成为守护苍生的英雄。

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内心始终秉持着一个

信念：接纳自己的孩子，即使他具有魔性的一

面。“她并不在乎孩子是灵珠投胎还是魔丸转

世，只因哪吒是自己的孩子，她便接纳他的一

切。她甚至从未期望用爱去除哪吒的魔性。”

在商雪梅看来，殷夫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

没有功利之心，只纯粹地接受孩子的现状，给

予他最坚定的支持。

作为父母，究竟该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

商雪梅认为，父母之爱不能仅局限于“为之计

深远”，学会接纳孩子的普通、平庸，甚至不完

美的一面，才是爱的真谛。然而，并非每位父

母都能达到如此境界。有的父母出于对未来

的恐惧和担忧，选择用严苛甚至极端的方式

去“塑造”孩子，忽略其内心感受；有的父母倾

向于用自己的视角和标准去要求孩子，束缚

其成长；有的父母缺乏界限感，试图为孩子规

避一切困难，让爱反而成了伤害；有的父母仍

受传统观念束缚，难以放下高期望，让孩子在

重压下喘不过气来。……

“这些现象背后，往往是父母自身成长

经历和认知局限的投射。”商雪梅表示，殷

夫人身上有很多值得家长学习的地方。比

如，她既是一位母亲，也从未忘记自己守护

百姓的使命；面对顽劣的儿子，她始终以平

和的心态面对问题，将焦点放在解决问题而

非指责上。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观察到，当孩

子出现不良行为时，单纯的责骂收效甚微，甚

至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只有无条件地爱

和接纳孩子，并与他们共同面对问题，改变才

会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商雪梅说。

理解与信任
孩子成长的助力

作为魔丸转世，哪吒天生神力，却也背负

着世人的偏见。村民们对他避之不及，甚至想

要除掉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哪吒的内心充满

了孤独与愤怒，他变得叛逆、顽劣，甚至开始

自暴自弃，但李靖夫妇始终坚信儿子的善良

本性。

一次，哪吒为救溺水孩童施展法术，却被

不明真相的村民当成妖怪围攻。李靖赶到后，

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责骂哪吒，而是调查清

楚真相，还了哪吒清白。

“当孩子面临外界的误解或攻击时，父母

的信任无疑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商雪梅看

来，充满魔性的哪吒，就像现今社会中“熊孩

子”“问题少年”的缩影，父母如果能给予足够

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的光

明，走出困境，成为更好的自己。

和哪吒一样，该系列电影的导演饺子也

曾被视为“异类”。只因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医

学名校，却在大三时因为热爱开始自学动画，

毕业后更是辞掉稳定工作，一头扎进动画行

业。那几年，饺子埋头于创作之中，面对亲戚

的非议和社会压力，饺子的母亲却始终未曾

质疑儿子的选择。这份理解与信任也成为了

饺子面对创作瓶颈时最坚实的心理支柱。终

于，凭借短片《打，打个大西瓜》，饺子在动画

界崭露头角，随后更是以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一举成名。

商雪梅特别提到：“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

面，而是要深入内心，看到孩子真正的需求。”

她表示，现实中，有些家长虽然口口声声表示

理解孩子，但当孩子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

法时，家长却觉得“荒唐”或“大胆”，无法接

受。对此，她认为家长应该摒弃权威感，避免

对孩子进行评判或指责。否则，孩子可能会因

为害怕而不敢表达自己，久而久之，会陷入孤

立无援的境地。

商雪梅建议，家长不妨采取“先跟后

带”的策略，即先认同孩子的想法，然后再

共同探讨其可行性，是否有需要完善或优化

的地方。“父母以平等的姿态与孩子进行头

脑风暴，让孩子不带防御心态地与我们进行

开放性的研究和探讨，这样才能带领孩子找

到最优解。”

激励与引导
孩子成长的指南针

影片中，李靖夫妇就非常善于发现哪吒

的闪光点，并通过鼓励强化其正向行为。当哪

吒因自己的身份而感到困惑和愤怒时，李靖

告诉他：“其实你是灵珠转世，只要学好本领，

就可以斩妖除魔。”尽管这是善意的谎言，但

确实帮助哪吒实现了从自暴自弃到主动守护

村民的心理转变。这种情绪稳定的反馈方式，

让孩子从“被否定”转向“被看见”，从而激发

了他们的自信心与责任感。

“李靖夫妇的这种教育方式，其本质是在

孩子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商雪梅指出，相

比李靖夫妇，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父母却习惯

于给孩子“泼冷水”。他们常常用诸如“看看人

家又考了第一，你怎么就比不上人家”“整天

整这些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天天就知道

玩，也不好好学习，你这辈子完了”等话语来

打击孩子的自信心。

殊不知，这些因恨铁不成钢而口不择言

的话语，很容易让孩子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

进而影响其行为模式。反之，如果父母善于发

现并强化孩子的闪光点，给予正向激励，就能

在其内心培育出积极向上的力量。

有的父母在孩子取得进步时，往往吝于

表扬，甚至会附加否定性评价。商雪梅分析，

这种教育方式折射出父母的固化消极思

维——认为孩子一旦骄傲就会退步。“这种思

维模式不仅限制了孩子的发展，也反映出父

母对自身教育能力的信心不足。他们既不相

信孩子能成为参天大树，也不相信自己能引

领孩子成长。”她强调，家长应像李靖夫妇一

样，学会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孩子，同时保持一

份觉察：牢记孩子最终应成为一个身心健康、

具备幸福能力的人，而不是只追求学业成绩

的机器。

“敏敏，你过来，跟妈妈好好说一说，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压下心中的怒

火，用还算平和的语气对倔强地咬着嘴

唇的敏敏说道。

敏敏今年7岁，正是天真烂漫又让

人头疼的年纪。今天她在学校和同学打

架了，老师把我叫到学校教育了一番。

“我没错，是他先动手的！”敏敏大声

地反驳道，眼睛里满是不服气。

这已经不是敏敏第一次不认错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感到十分无

奈。我知道，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

错，但她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

让我很忧虑。

“敏敏，可能是他先动手，但是打架

总归是不好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好好解

决呢？你能跟妈妈说一说吗？”我试图引

导她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骂我，还推我，我为什么不能还

手？”敏敏的声音里余怒未消，“我根本就

没错！”

我叹了口气，蹲下来，拉着她的手说：

“敏敏，别人动手推你、骂你，是他们的不

对，但是，我们可以去找老师说明情况，而

不是通过打架来解决问题，打架不仅会伤

害到别人，也可能会让自己受伤。”

敏敏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倔强地扭

过头去，不肯看我。我知道，她心里还是

觉得自己没有错。

还有一次，敏敏偷偷拿了我的钱去

买零食。当我发现钱少了，问她是不是她

拿了的时候，她一开始坚决不承认。

“敏敏，妈妈知道你喜欢吃零食，但

是偷偷拿钱是不对的，你只要跟妈妈说，

妈妈会考虑给你买的。”我耐心地说道。

“我没有拿！”敏敏大声说道，眼神却

有些躲闪。

在我再三追问下，敏敏终于承认了，

但是，她却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就是想

吃零食，为什么不能拿？”

我看着她，心里又生气又心疼：“敏

敏，这是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妈妈的也不

可以随便拿，不经过同意就拿就是偷，这

是很不好的行为。”

敏敏低着头，小声地嘟囔着：“我知

道了。”但我能感觉到，她其实并没有真

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有一回，敏敏和小伙伴一起玩耍，

不小心把小伙伴的玩具弄坏了。小伙伴

哭了起来，敏敏却不肯道歉。

我对敏敏说：“敏敏，你把小伙伴的

玩具弄坏了，应该跟人家道歉。”

敏敏红着脸，就是不肯开口：“我不

要，在朋友面前认错太丢脸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敏敏，做错了事

就要勇敢地承认错误，这不是丢脸，而是

有担当的表现。”

敏敏还是不为所动，我知道，她的自

尊心在作祟，觉得在朋友面前认错会让

自己很没面子。

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敏敏不认错

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开始反思

自己的教育方式，是我平时对她太宽松

了，让她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还是

我没有给她足够的引导，让她不知道该

如何正确地面对自己的错误？

于是，我决定和敏敏好好谈一谈。

“敏敏，妈妈知道你有时候觉得自己

没有错，但是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每次发

生这些事情之后，是不是都带来了不好

的结果呢？比如打架，你和同学的关系变

得不好了；偷偷拿钱，妈妈对你失望了；

不道歉，小伙伴不再愿意和你玩了。”我

看着敏敏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敏敏沉默了，似乎在思考我说的话。

“敏敏，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可怕

的事情，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勇敢、更

有担当。当我们知道自己错了，要从心

里真正地认识到错误，然后感到愧疚和

后悔，下定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最

后勇敢地去面对错误带来的后果。”我

继续说道。

敏敏抬起头，看着我，眼中有了一丝

松动。

“敏敏，妈妈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只

要你愿意改正，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支

持你的。”我给了她一个鼓励的微笑。

从那以后，敏敏开始慢慢地改变了。

有一次，她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花瓶，她主

动走到我面前，低着头说：“妈妈，我错

了，我不应该在家里乱跑乱跳，我会用我

的零花钱买一个新的花瓶赔给你。”

那一刻，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的敏敏

终于学会认错了。

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我们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有耐

心、有方法，用爱去引导他们，相信他们

一定会茁壮成长。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滴敲打

着玻璃，发出轻柔的声响。我坐在沙发上

翻阅着绘本，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儿子

的身上。他坐在爬爬垫上，专注地摆弄着

一堆积木，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积

木堆得歪歪扭扭，似乎随时会倒塌，但他

却乐在其中，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看着他的样子，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复

杂的情绪。曾几何时，我也像许多父母一

样，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的期望成长。我

希望他吃饭不用催、睡觉不用哄、在人前

表现得大方得体。每当他做不到时，总是

忍不住想要纠正他、改造他。可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爱，不

是改造，而是接纳。

孩子的世界是纯净而简单的。他们的

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他们的喜好与厌恶

也从不掩饰。可是，作为成人，我们却常常

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试图将他们塑

造成我们心目中的“完美”模样。

我们究竟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好孩子”，还

是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思想和独特个性的

“自己”？答案显然是后者。爱，不是将孩子

改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接纳他们本

来的样子，尊重他们的个性，支持他们的

选择。

有一次，儿子在幼儿园的表演中扮演

一棵大树，其他小朋友穿着好看的衣服扮

演小鸟，但他一句台词都没有，只是静静

地站在舞台上，举着树枝一样的道具。演

出结束后，我怕他心里不舒服，悄悄问他：

“你站在那里会不会觉得无聊呀？”他摇摇

头，很认真地说：“不会啊，我觉得自己很

重要，因为大树是小鸟的家。……”

他的话让我愣住了。原来，在儿子的

眼里，即便是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也有

着非凡的意义。而我呢，总是用成人眼中

的“成功”或“失败”来衡量一切。

当我们放下成人的傲慢，放下对完美

的执念，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去感受他

们的喜怒哀乐，去理解他们的言语和行

为，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伙

伴。

窗外的雨渐渐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

进房间。儿子依然坐在爬爬垫上，专注地

摆弄着积木。我走过去，坐在他身旁，轻声

问：“你在搭什么呢？”他抬起头，笑着说：

“我在搭一座城堡，里面住着我们一家

人。”我听了，心里一阵温暖。

是啊，孩子的世界是如此简单而美

好，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爱去接纳和陪

伴他们，让他们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长

大。就像一棵大树，始终屹立在那里，为孩

子遮风挡雨，也为他们提供成长的支撑和

依靠。

爱
的
语
言
有
魔
力■

卢
姗
姗

爱
是
接
纳
，不
是
改
造

■

李
廷
英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2025年春节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

海》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哪吒系列电影不仅是

精彩的视觉盛宴，也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李

靖夫妇对哪吒的教育方式里，藏着许多值得思

考的育儿密码。本期，我们邀请到四川省心理学

会应用心理专委会副主任、成都开放大学家庭

教育学院副教授商雪梅，为家长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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