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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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前，儿子参加知识竞赛以

99分的成绩惜败，回到家后他便一直

闷闷不乐。本以为这只是件小事，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散，没想到后

面发生的事却让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性——儿子产生了厌学情绪，迷上了打

游戏。

说迷上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

儿子并不喜欢打游戏，他只是借着游

戏来麻痹自己。这让我想到了曾经的

自己。大学时，我曾是校辩论队的一

名成员，然而一次比赛失利后，因为挫

败感，我对当众讲话产生了心理阴

影。每次站在台上，那次辩论赛失败

的阴影就会将我笼罩，似乎在告诉我，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工作后，有几次本该我上台发言

的机会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推脱了，以

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有“台上焦虑

症”。后来，单位举办朗诵比赛，领导

决定让我去参加。我避无可避，只好

硬着头皮上了。

准备的过程中，我的“台上焦虑

症”又复发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

自己表现得很差，遭到众人的嘲笑。

一想到那样的画面，我简直难以入

睡。为了麻痹自己，我开始打游戏。

有的时候，深夜了，我明明很累，也深

知自己应该抓紧练习，可我就是躺在

那里一动不动地打游戏。时间一分一

秒过去，我的内心像火烧般难受，可我

依然自我折磨，逃避练习。

就这样，挨到了演讲比赛的前一

周。领导突然问我：“家里有什么事

吗，看你精神似乎不大好。”我尽力扯

出一个笑容，敷衍道：“孩子太调皮，晚

上没睡好。”领导点了点头，问：“朗诵

比赛准备得怎么样了？”随即，他安慰

道：“没事儿，不用紧张，都是内部比

赛，拿出你平时的实力就好。”我心里

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

者，在我看来任何瑕疵都是不被允许

的。那一刻，我仿佛突然明白了一直

困住我的是什么，正是我的完美主

义。我的潜意识不允许我的人生有不

完美，所以，多年前的那次失败才会像

梦魇一样一直纠缠我，让我困在其中

无法自拔。

想通其中的症结，我似乎变得坦

然了。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先去做，

而不是一味地内耗，哪怕结果不是100

分，我也能接受。比赛当天，面对台下

的观众，我还是有些紧张。上台前，我

默默给自己订立目标：“不用满分，80

分就好。”或许是因为转换了心态，我

整个人放松了不少，那场比赛我竟然

超常发挥。那一刻，我终于和多年前

的自己和解了。

看到儿子垂着头、抿紧嘴角打游

戏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

己。于是，我微笑着抱住他，轻声对他

说：“儿子，对不起，妈妈没有注意到你

的情绪。自从上次的竞赛后，你的情

绪一直不高，其实妈妈很想告诉你，你

很棒，妈妈很为你骄傲。但是，妈妈要

给你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对自己太

苛刻，凡事做到 80 分就行……”儿子

突然扔掉手机，抱着我哭了起来。

人生不可能处处满分，有时候，是

我们把自己逼得太紧。希望儿子能够

顺利度过这一关，今后，有继续挑战的

勇气，也有放过自己的豁达。

“孩子一边犯错，我们一边学习。”贾倩坦

言，即使自己长期从事家庭教育相关工作，仍

会在孩子的教育中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孩

子的成长没有模板，家长的教育亦是如此，保

持学习的心态，才能做到见招拆招。

如何智慧应对孩子的说谎行为，引导他

们成长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贾倩结合自己

的家庭教育经验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例如，孩子因为想换新的电话手表，而

故意损坏了旧手表的电池，以此为“正当理

由”，向贾倩提要求。贾倩虽一眼识破了孩

子的想法，但她并没有当场拆穿孩子，而是

告诉他，如果手表真的是因为功能性问题必

须换新的，家长会帮他买新的；如果只是因

为对新款的追求和在同学面前有面子，家长

不支持购买，但并不阻拦孩子用自己攒的钱

去购买。

“我也想借这件事让孩子学会权衡，用

自己的钱买了手表后，记住那种感受，体验

拥有新手表的快乐值不值得他花掉辛苦攒

下的这些钱。”贾倩表示，理解孩子“好面子”

的心理，并给予了他自主决定的空间，给出

建议后充分尊重他的选择，这其实也是帮助

和引导孩子自己去成长。

“用打骂、说教的方式教育孩子，说多少

次孩子也不会听。这并非孩子‘死性不改’，

而是家长用错了方法。”贾倩表示，家长处理

孩子说谎问题时，首先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认真与孩子探讨解决

问题的方法，帮助孩子认识到撒谎的危害

性，并鼓励他们勇于承认错误，让他们学会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预防孩子说谎

的重要基础，贾倩建议家长要多陪伴孩子、

关心孩子、理解孩子，帮助他们建立自我价

值感和自信心。“上纲上线的批评与指责只

能带给孩子压力，久而久之，孩子可能会否

定自己，选择‘破罐子破摔’。而为孩子指出

说谎外的其他解决办法，鼓励他们尝试，对

孩子行为的改变给予及时表扬，帮助他们建

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认知，自然而然

地，孩子也会更加爱惜羽毛，不愿轻易说

谎。”贾倩说。

“每一位家长都是孩子人生之路上的引

路人，需要用爱和智慧陪伴他们走过成长的

各个阶段。”贾倩鼓励家长，以身作则、终身

学习，让孩子在家庭的温暖和支持下，健康

成长、快乐前行。

昨日，晚饭过后，女儿迫不及待

地约同学去游乐场玩。来到游乐

场，却发现游乐设施正在维修，两个

孩子噘着嘴往回走，一脸不高兴。

看着孩子们失落的表情，我和

对方妈妈都有点无奈。不经意间，

我抬头看见了天上的弯月，那一弯

笑意盈盈的月亮，似乎在向我招

手。于是，计上心头，我提议带她

们月下爬山，乘着夜色去山顶公园

追风揽月、聆听虫鸣。常年居住在

山脚的我们，虽然知道这座城中山

是 24 小时开放的，但从没有夜访

过。大概是出于好奇，两个孩子一

听到要在晚上爬山，立马两眼放

光，各自回家拿上手电筒、带上薄

外套，就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一进入山中，城市的喧嚣戛然

而止，夜的朦胧给山披上了神秘的

面纱。灌木丛中，虫儿们正在热闹

地聊天，七嘴八舌的声音贴着地

面，似乎在向大地耳语。茂林修竹

间，时不时传来几声鸟鸣，月光倾

泻而下，斑驳的竹影似窈窕的舞

女，随风曼舞。山间的泉水，叮咚

如歌，欢快地流淌，偶尔一两声蛙

鸣，诉说着秋天的倔强。漫步山

间，清风徐来，心情和畅，平日里紧

绷的神经，也在这一刻得到放松。

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在山间步

道，他们拿着手电筒在路边的草丛

寻寻觅觅，热情地拜访着山间的小

动物们。长达二三十厘米的蚯蚓

大摇大摆地在路间夜行，或许是在

等待一场酣畅淋漓的山雨；一身青

绿的螳螂趴在粗糙的树皮上，挥舞

着两只大钳子，俨然神圣不可侵

犯；油光发亮的土鳖从草丛中钻出

来，呼朋引伴，麻利地来回穿梭……

孩子们趴在地上，凑近了，和这些

小精灵们“对话”，不亦乐乎。

青山多妩媚，清风甚惬意。我

觅得一块石头坐下，静赏这一山的

明月。自然的野风撩拨着思绪，我

不由得想起苏轼的《赤壁赋》：“惟江

山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

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

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

吾与子之所共适。”无边无尽的风

月，人人皆可享用，这何尝不是大自

然赐予我们的无穷无尽的宝藏。置

身在如水的月光里，大自然醇美的

诗意在我们心中徐徐展开。

一次简单的夜行，本来只是想

着陪孩子打发时间，没想到却收获

如此丰富的快乐。回程的途中，孩

子们脱下外套，用外套做口袋，张

开双臂，天真烂漫地说要“打包”一

袋山间的明月回家，我们大人被逗

得开怀大笑。那笑声融化在这秋

天的月色里，成为山色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已经在心里“打包”了一

山的明月。

在草地上晒太阳，风一起，一颗颗

栾树果簌簌落下来，红粉粉的，像熟透

的桃子。坐在一旁的女儿也被这诱人

的果实吸引了，一颗颗捡拾起来，不一

会儿就搜罗了一大堆。她捧在手里，

小心翼翼地给我看，仿佛一个不留心，

秋色就会趁机溜走似的。

“做成标本，给她留住这斑斓秋

色。”我突然涌起这念头。那么，就去

多捡些落叶吧。

我们穿行在树林里，一会儿被鹅

掌楸小马褂似的外形打动，一会儿沉

醉于悬铃木的明黄，转而又被红色的

乌桕夺去了目光。“妈妈，这里太美了，

其他地方的秋天也这么好看吗？”她回

忆着近些年我们去过的城市，逐一问

一遍：“昆明呢？云南不是四季如春

吗？秋天叶子也会落？”“那杭州呢？”

“对了，大兴安岭现在是什么样？”……

有些问题把我也问住了，但这未尝不

是一个难得的教育契机。“晚上，你看

看天气预报吧，了解一下各地的秋

天。”我提议道。

吃过晚饭，女儿手持中国地图，早

早候在电视机前。看架势，她是认真

的。我便也郑重起来，递给她一支笔，

示意她做记录。

天气预报结束，地图上多了些“阴

晴风雨”的符号标注，她如发现新大陆

般兴奋地向我讲述刚获取的知识：“妈

妈，海口、广州、南宁这些地方还是夏

天呢，气温30摄氏度。”

“哦，那里的树叶肯定还绿着呢。”

我回应她。

“新疆的气温比我们这里低很多，

那里的树叶是不是早落了呢？”她又好

奇道。

…………

闲话间，我们已勾勒出大江南北

的秋色图。

“我们捡了这么多叶子，不如用它

们拼一张中国地图吧？这片绿色的给

海南，这片棕色的给黑龙江，这片金黄

的给……”我被她的这个点子惊艳到

了，瞬间来了精神，忙去找双面胶、勾

线笔、剪刀……

女儿很快投入工作，先在一张A3

空白纸上贴满横平竖直的双面胶，然

后将一片片五彩缤纷的落叶黏上去。

纸张最上方是东北三省，放棕色的水

杉和乌桕比较合适；纸张最下方靠近

赤道，自然要摆些绿色的叶子，那就榕

树叶吧；江南的秋天很美，桂花正浓，

最合适了；金黄的银杏自然要贴在纸

张中间……很快，铺满落叶的底图做

好了，接下来，勾勒地图轮廓、裁剪，我

们一气呵成。

终于，母女联手拼出了一幅秋色

地图，雄鸡昂首，祖国大地五彩斑斓、

绚烂多姿。北京的秋天、南京的秋天、

西北边塞的秋天……在这一刻，都具

象化了。

我又生出一个主意，我要把这幅

“画”拿到打印店塑封保存，留住这橙

黄橘绿的秋天，也留住我们度过的美

好时光。

落叶里的“气象地图” ■ 谢小白

80分就好 ■ 杨瑞雪

“打包”
一山秋月

■ 雷亚梅

拨开拨开拨开“““不诚实不诚实不诚实”””的迷雾的迷雾的迷雾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说谎，鼻子会变长！”在孩子小时候，家长常常用“匹诺曹”的故事教导他们要
做一个诚实的人。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往往治标不治本，孩子如果爱撒谎或
不诚实，常常让家长焦虑不已，甚至感到困惑与挫败。

帮助孩子拨开成长中的迷雾，需要家长以更加细腻和深入的视角亲近孩子。近
日，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会成员、家庭教育指导师贾倩，在讲座中带领家
长共同探寻孩子说谎的“秘密”，并给出了应对之策。

对于很多家长而言，孩子说

谎是一个难以容忍的行为。出

于担心与焦虑，有些家长会施以

严厉的批评或惩罚，让孩子引以

为戒，却发现孩子的“说谎行为”

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出现。……

“教育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

事情。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

会出现各种问题，家长要抱有

‘打怪升级’的心态，不断地学

习，解决养育中的难题。”贾倩建

议家长在看待孩子的行为时，先

自查、自省。她指出，在成人身

上，说谎也并不是一件稀罕事。

不论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是在现

实生活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

说一些谎话。有时是为了避免

社交中的尴尬场面，有时是出于

体谅他人的委婉表达，有时是为

了避免伤害而隐瞒真相。谎言

存在于许多情境中，但并非都是

包藏祸心、故意为之。

因此，家长应该用更宽容

的态度去看待孩子，不必“谈

谎色变”。贾倩认为，重视诚信

教育理所应当，但一味地严惩

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难以消除

的伤害。有的家长会对孩子进

行肉体上的惩罚，让其“长教

训”；有的家长会站在道德的制

高点进行批判，给孩子贴上

“坏孩子”的标签。对此，贾倩

提醒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要时刻觉察自己的情绪，不能

因为生气、着急就口不择言，

让孩子对家长产生畏惧、抵触

情绪，或变得向内压抑、否定

自己，这会使事情朝着更不好

的方向发展。

“教育孩子的过程就像手中

握着一把沙子。抓得越紧，沙子

落得越快，把手松开些，反而能

将沙子留在手心。”贾倩借这一

比喻，引导家长思考问题更好的

解决方式。她认为，孩子并非突

然有一天就变得“爱说谎”，行为

背后一定存在着各种原因，家长

需要拿出更多耐心寻找答案，用

孩子乐于接受的方式与他坦诚

交流，才能找到问题根源，做到

对症下药。

说了谎，就是“坏孩子”？

为了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

孩子的内心世界，贾倩列举了

孩子说谎的多种原因，并深入

剖析了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

她解释道，从年龄层面来看，3

岁左右的孩子就可能出现说谎

行为了，但这类谎言常常听起

来很“无厘头”，属于“想象型

谎言”，孩子并非出于恶意或欺

骗，而是无法清晰辨别现实与

自己的想象。

在贾倩接触过的案例中，一

个幼儿园的孩子回到家中告诉

家长自己被老师打了屁股，家长

追问原因和细节时，孩子却支支

吾吾答不上来。于是，家长找到

了孩子的幼儿园老师询问情

况。细细复盘后得知，当天孩子

并没有受到任何责罚，是站在旁

边的另一个孩子犯了错被老师

批评，哭得很大声。

贾倩指出，出于害怕，同伴

受罚的场景令孩子感同身受，他

误以为自己也受到了惩罚。如

果家长没有仔细了解事情的始

末，很可能造成误解。

孩子的“想象型谎言”是心

智发育过程中的正常表现。家

长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无需过度

干涉，积极保持关注即可。而随

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出

现“目的性谎言”，这时，孩子说

谎往往是为了逃避责任、追求某

种利益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孩子出现这类行为时，就需要家

长做一定干涉，加强引导和教

育。同时家长需要理解孩子的

心理需求，给予他们适当的包容

与支持。

贾倩表示，不论是求关注，

在家长面前“刷存在感”；还是为

了满足虚荣心，“打肿脸充胖

子”；或者是通过察言观色，隐瞒

事实、逃避问题，都有同一个底

层 原 因—— 亲 子 关 系 不 够 融

洽。这会导致孩子缺乏归属感

与安全感，没有足够的信任去与

家长坦诚以待；同时，如果孩子

经常感到自己被误解、被贬低，

他们会缺乏自信，从而通过说谎

来弥补自我价值感的匮乏，这也

需要家长透过孩子的表现去反

思自己日常的教育方式。

“逃避现实中的困境或压力

是青春期孩子说谎的重要原因

之一。”贾倩补充，当孩子面临学

业、人际关系等问题，产生较大

心理压力时，他们可能会选择说

谎来逃避问题，在暂时的自我欺

骗中寻求喘息。这种情况下，家

长更需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和心理需求，适当降低对孩子的

期待与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理解

与鼓励。

孩子为什么“不诚实”？

帮助孩子走向诚实与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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