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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若葵

前不久，“常州女孩当街殴打亲生母
亲”的新闻冲上热搜。从网传视频中我们
看到，妈妈答应给女孩买新手机，为此女孩
攒了4000元，妈妈出资2000元。但到手
机店门口，妈妈反悔，意欲修理旧手机后继
续用，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埋怨女儿不懂事，
不体谅自己，希望孩子交出4000元。买不
成手机、损失积蓄，还要遭受路人的道德谴
责，女孩情绪瞬间崩溃。

另据媒体报道，去年4月，浙江温州两
个5年级小姑娘相约爬上小区4楼的雨棚
顶，打算跳楼。起因是，两女孩期中考试成
绩优异，父母答应带她们到对方家里玩。
小女孩满怀期待地盼到了约定的日子，两
人的父母却双双爽约。孩子对父母的“说
话不算数”失望、气愤，产生了一起了结生
命的想法。

类似的事情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一些
家长为了规范孩子的某些行为、解决当下
棘手的问题，随意答应孩子的要求或轻易
许诺他们一些好处，如“放暑假，就带你到
海边玩！”“写完作业，就可以自由活动！”

“你考到年级前十名，爸爸就给你买乐高！”
然而，当孩子竭尽努力做到了，家长却出尔
反尔，找出各种理由不履行约定或变相减
少兑现，令孩子大失所望，情绪崩溃，甚至
产生过激的举动。

权威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全国

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小学四年
级和初二年级学生中，“答应孩子的事情做
不到”位居家长不良表现排行榜榜首，其中
初二学生家长这一行为占比达到63.7%。
另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
示，在12种“最不满意父母的行为”中，“说
话不算数”占比43.6%，是中小学生最不满
意的父母行为。

这些数据暴露出家庭教育中哪些隐
忧，父母的言而无信，社会学家林·扎克说：

“父母是子女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值得信任
的人。来自父母的每一次欺骗，都足以压
垮孩子的内心世界。”

孩子从家长的出尔反尔中学到了什么

孩子有样学样不讲诚信
孩子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他们依

照家长的言行，有样学样，如果家长把说话
不算数视为理所当然，孩子在不愿兑现诺
言时，也会理直气壮地出尔反尔。长此以
往，孩子就习惯于为了达到近期目的或实
现眼前利益随口许诺，但并不打算兑现，对
自己的许诺不负责任，对身边的人不讲信
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的言而无信，让
孩子觉得糊弄他人，甚至说谎也没什么，是
一种不折不扣的“身教式撒谎”，有可能造
成孩子日后“谎话连篇”，缺乏责任感，影响
其性格和品质。孩子将来步入社会，也会
时常失信于人，处处碰壁，难以立足于社
会，影响未来的职业发展与社会交往。

透支孩子对父母的信任
电视剧《少年派》中的林妙妙，考试成

绩全班倒数第一，妈妈大发脾气，为了激励
她学习，爸爸许诺如果下次考好，就给她
1000元进步奖。然而，妙妙果真有了很大
的进步，妈妈却将奖金压缩为100元。在
妙妙内心，奖金被压缩了10倍，父母对自
己的肯定也被压缩了10倍。

相信不少孩子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
努力着，不仅为了父母的奖励，也为了得
到父母的认可。但是，爸妈说一套做一
套，开出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仅违
背了亲子约定，也忽视了孩子的努力和进
步，让孩子空欢喜一场。这样的激励方
式，让孩子感觉很不公平，其效果会迅速
递减，且父母也将迅速透支孩子对自己的

“信任额度”，曾经在孩子心中建立起的威
信也于一再失约中降低，难以赢得孩子的
尊重，从而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连
接，亲子之间越来越疏远，正如《道德经》
所言：“轻诺必寡信。”等孩子到了青春期，
会越来越叛逆，家长对孩子的管教也更加
困难，直至束手无策。

家长如何做出应对与承诺

承诺要恰当适度
家长做出承诺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孩

子，而非将一个自己难以兑现或不愿兑现
的承诺，特别是金钱等物质奖励当诱饵，诱
惑孩子。因此，最好以精神奖励或精神内
核丰富的方式奖励，激励其向上向善。因
为，一味地物质奖励，容易让孩子的“胃口”
越来越大，养成遇事讨价还价的习气，直至
家长难以满足，孩子也失去进取的动力。

因此，许诺什么，怎么兑现或能否兑
现，父母在做出决定前一定心中有数、量力
而行。因为父母一旦对孩子做出承诺，就
意味着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都必须遵
守，父母不能以道德绑架、提高标准的方式
拒绝兑现，避免孩子受伤。

接纳情绪不等于完全满足
在现实生活中，孩子有时会提出无理

的、家长难以达到的，或者家长认为不利于
孩子成长的要求，对此，有理由拒绝。不
过，家长不能忽视孩子的感受，需要接受孩
子的愿望不被满足而产生的负面情绪，而
不是接受孩子的要求本身。当孩子抱怨、
发脾气时，父母要耐心听他诉说、了解他的
想法、与之共情，并表示接纳孩子的负面情
绪，而后娓娓解释孩子无理要求背后隐藏
的潜在问题，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当然，可
以与孩子共同商讨一个合理的要求予以满
足。孩子能在父母循循善诱的过程中，感
受到他们拒绝的是事情本身，而非不爱自
己。

无法兑现承诺真诚道歉
《论语》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然而，父母不能兑现承诺的情况并不少
见。对此，一定要给予孩子一个正当的理
由。比如受疫情、气候等不可抗外力的影
响，无法实现外出旅游的承诺，父母就需要
第一时间让孩子明白不能履行承诺的真正
原因。只要父母能解释清楚，给出一个合
理的解决办法，比如延期或替换其他孩子
愿意接受的活动，就能妥善解决兑现承诺
的问题，还能促进亲子关系。

当然，如果是因为家长当初情急之下考
虑不周、随口应允而后不能满足孩子的，家
长应放下面子，诚心道歉，解释缘由，表明错
在自己。父母真诚地对孩子说“对不起”，既
表达了对孩子的亏欠，也能让孩子意识到父
母重视许诺，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在意、爱
和尊重，能帮助孩子建立自尊，同时培养孩
子尊重人的习惯。而对于自己的“爽约”，父
母最好想办法弥补，让孩子深悟“一诺千金”
的含义，发自内心地信赖父母。

调查显示，在12种“最不满意父母的行为”中，“说话不算数”是中小学生最不满意的父母行为。一些家长习惯于以许诺的方式
激励孩子，但许诺什么，怎么兑现或能否兑现，父母在做出决定前一定心中有数、量力而行。

梓文，你好！
今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家

庭教育促进法旨在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知识学习、智力成
长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内
容，也是家庭养育过程中爆发
亲子冲突的常见场景，是很多
家长共同面对的普遍性困惑。

对功课学习，家长的要求
与孩子的认知标准不同，当孩子的表现与家长
预期太大，尤其是屡教不见改时，特别容易滋
生“孺子不可教”的挫败感和愤怒、指责等负面
情绪，这是正常的情绪体验。

但是，如何认知和处理情绪还是有本质性
区别的。作为成年家长，要对自身情绪有清晰
的认知和定位。首先，谁的情绪谁负责，孩子
不是家长情绪的责任主体。就算同样是孩子
的学习表现和学习成绩不及预期，不同家长的
反映和处理模式也是不同的。肯定不是每个
家长都有强烈的情绪，尤其是伴随语言和行为
暴力的情绪释放。其次，家长无权过度向未成
年孩子释放负面情绪。如同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禁止家庭暴力，倡导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
解和鼓励。这是因为在家庭这个封闭环境下，
亲子双方的权力资源本就严重不对等，家长作
为强势一方，没有向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孩
子过度释放情绪的权力。

当然，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在情绪状态
下，面对孩子不及预期的学业表现时，家长或
多或少会有伴随语言或行为上的暴力相向，只
要尚未达到须法律介入的程度，通常属于家庭
内部事务，属于正常的亲子关系范畴。反之，
应根据具体情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家庭事务范畴内，由于孩子的个体差
异，有些孩子社会化进程非常顺利，能够很好
地配合学校完成规定的课业学习，也有的孩子
相对来说需要家长更多地陪伴和帮助。如同
你在文中提到的情形，除了上述关于情绪的认
知外，还应遵循三个原则：

构建良好信任的亲子关系。作为家长，能
对孩子进行有效的培育、引导和影响，也就是

“你的话孩子能听得进去”的前提条件是你们
之间拥有良好信任的亲子依恋关系。构建积
极的亲子关系的核心要点是看见并且尽最大
努力去满足你孩子的真实需要。这是每一个
人成长过程中幸福和快乐的源泉，也是亲子关
系的根基所在。

允许亲子双方的情绪流淌，有觉知地释放
自己的情绪并尽力兜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在
前述关于家长情绪认知的基础上，并非简单的
压抑情绪，因为总有压不住的时候，而是要在
深刻认知亲子关系的前提下，家长有觉知地释
放自己的情绪，换句话说就是家长有权利发泄
愤怒，但无权过度释放。同时，孩子也有权利
发泄愤怒，作为家长，一定要允许并尽最大可
能兜住孩子所释放的负面情绪及伴随的攻击
性行为。即不把孩子情绪状态下的“气话”当
真，兜住孩子情绪状态下的失控行为，形成亲
子双方情绪能够流淌的关系，双方既能发泄情
绪也能及时和好，这才是健康的、结实的亲子
关系。

建设性解决成长过程中的难题。以教学
大纲为标准，以孩子为学习主体，家长在孩子
需要的时候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帮助孩子查
缺补漏、夯实课业学习，逐步提升学习成绩。
总之，学习虽然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良好信任的亲子关系是根基，结实、
有韧性的亲子关系才是共同面对成长难题的
保障。

教育观育观

■ 薛元箓

石家庄某小学开办汉服
日，每周四学生自愿穿汉服上
学，值得鼓励，乐观其成。尤其
值得鼓励的是自愿原则，不搞
一刀切，尊重每个学生及家长
的选择。所以笔者也敢断言，
该校的“汉服日”，对于学生来
说，一定是一件快乐而无负担
的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汉服
热从一种家庭娱乐进阶为学校
教育，也便水到渠成，实现了无
缝链接。

剩下的就是技术问题。汉
服既然从家庭娱乐的个性化走
向学校教育的共性化，就需要区
分二者之间的属性特点，依此确
立在校汉服穿搭的基本原则。
穿汉服的人从孩子变成了学生，
这个主体的转变理应体现在汉
服穿搭的选择上。对此，或许校
方已有意识，或许操作已有对
策，所以不揣冒昧，仅供参考。

一是穿什么。现在所谓汉
服，门类庞杂，既有朝代之别，
又有官民之分。外加礼服常
服、年龄性别、职业行当、季节
换装、服饰搭配……几千年的
服饰文化，对于家庭娱乐而言，
选择不是问题，但作用于一所
小学校的“汉服日”，穿什么就
颇成了问题。笔者观看视频，
发现其中就有穿着锦衣卫服的
孩子，于人群中颇为扎眼。学
校办“汉服日”，想必以体验为
根本，并非其他汉服活动的炫
耀展示，更非影视剧一样的角
色扮演。所以，关于小学生穿

什么汉服，还是有讨论余地的。依笔者之见，
首先应该规避汉服的过多阶层符号，避免产
生不必要的身份认同和代入感。鉴于学生这
一基本身份，儒生、学子的服饰应该成为主要
选择方向；其次，要穿常服，既有助于还原和
体验古人的日常，又可避免给学生家长造成
过高的经济负担；再次，选择同时代服饰，避
免“关公战秦琼”，传递出“汉服日”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体验选项。总之，一个家庭的汉服
爱好是个性化的，但一班学生的汉服选择就
需要接受集体效应的考验。

二是怎么穿，这是更为具体的细节问
题。家庭娱乐背景下，孩子的汉服穿搭既尊
重个性也提倡随意性，不用因噎废食自设障
碍。进了校门，相关约束就会多起来，这是不
争的事实。比如长袍大袖毕竟不利于活动，
学生们的体育课就要面临考验。比如视频所
示，尽管穿上汉服上学了，但学生们还是背着
今天的书包，穿着今天的运动鞋，呈现出有点
搞笑的混搭风。笔者想象中的学校汉服日，
绝非换件衣服这么简单，而是通过汉服的穿
搭，实现由外而内、由物质而精神的沉浸体
验。包括“汉服日”当天的课程设置、师生互
动、语言行为，都尽量多地还原出传统文化作
用于校园场景下的应用和效果。当然，作为
小学校“汉服日”开办之初的设计，无须求全
责备。但如果将其发扬光大，变成可持续性
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或许这正是“汉服日”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内容。

可以说，越来越流行的汉服热，已经构成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风潮，深具影响力。如
今，小学校开办“汉服日”，又把这一文化现
象，从社会和家庭移植到学校教育，被赋予了
更高的期待。同时值得期待的是，“从娃娃抓
起”，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有趣的新课题。

■ 陈益民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打开一看，是
物流送来了新购置的书架。

要自己装呀！我有点犯难了！“妈妈，
我来！”一听要装东西，女儿元元立刻从房
间里冲出来，这是她最擅长的。她拆开包
装，把里面的木板、金属棍、螺丝等齐整地
排列在地上，却并不着急动手，而是翻来覆
去地看。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图纸。先要有图纸、钉子和工具，才

能开动呀！”翻到图纸后，元元仔细核对了
里面的构成，木板几块、支架几根、大型螺
丝几颗、小型螺丝几颗，图纸和实物一一核
对无误后才开始动手。

我一脸欣慰地看着她：“元元，你真能
干呀！妈妈离不开你呀！”

女儿上小学六年级，非常喜爱动手操
作。家里的垃圾袋都由她负责套上，还在
袋子上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家里的衣服
由她叠，一件蓬松的厚衣服，在她三下两下
的整理之后，变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
正。需要拼装和拆卸的活儿，如换拖把头、
换牙刷头，她一定嚷着：“我来！我来！”很
多我使尽力气也干不成的事，她用称手的
工具，一捣鼓就搞定了。

有一次，我悄悄问她：“元元，你怎么这
么能干呀！”她一脸认真地回答我：“因为你
不能干，我要让你开心呀！”听了她的话，一
股暖流从我心中升起，湿润了我的眼睛。

孩子的爸爸从事生态农业，每个双休
日都奉献在农场，全年休息的天数少得可

怜。每个双休日，我要买菜、做菜、洗衣、收
拾……总是停不下来。有时工作没干完，
还要回家加班。

而对于窗帘的卷轴坏了、拖把头需要
换了、新运来的抽屉柜需要组装这类事，我
真力不从心。女儿把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
里。

要帮助妈妈，让妈妈开心！也曾是我
做家务活的最大动力。小时候，妈妈总是
弯着腰在井边洗衣。我放学回家，看到妈
妈在井边，就会跑过去帮妈妈打水。爸妈
从来没有教过我打水的方法，我仿佛生来
就会，其实是看会的。我常常边和妈妈聊
学校的趣事，边打井水，很快满满一大桶的
衣服就洗完了。妈妈总感叹：“有女儿在，
万事不愁。”我听了心中喜滋滋的，觉得自
己特别能干。家里人离不开我。

夏天傍晚擦席子、拖地；冬天早晨烧开
水、热牛奶都是我抢着干的事，我觉得做这
些家务很有意思，乐在其中。正是从小养
成的劳动和主动帮忙的习惯，让我在以后
的求学和工作中总能看到他人的需要，团
队的需要，及时提供帮助。

当下，提倡劳动教育。我告诉她，你能
看到妈妈的需要，当妈妈的小助手，把力所
能及的事情做好，非常了不起。劳动教育
不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责任心的彰显。
热爱劳动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它最初的动
力，来自对父母的爱，对家的爱。

让孩子爱上劳动，有几条建议：

相信并放手让孩子做

给予孩子适宜的环境和指导，孩子能

把事情做得很好。比如倒垃圾、套垃圾袋，
第一次父母做些示范。有的家长嫌垃圾
脏，不愿意让孩子做。其实在孩子眼里，倒
垃圾、扫地、收衣服都是一样的，他们非常
乐于参与，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家长首先要有这
个意识。也有的家长嫌孩子做得不好，还
不如自己干。这些理念，都不利于培养孩
子的劳动积极性。

父母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想
让孩子爱做菜，先让他们当助手：爸爸炒蛋
时，可以请儿子帮忙打个鸡蛋；妈妈炒香菇
青菜时，可以请女儿切香菇。当孩子熟练
掌握了这些小技能后，再尝试炒菜，次数多
了，孩子自然也就会了。

分配给孩子的任务要坚持

分配给孩子的任务要明确。比如，倒
垃圾是大宝的任务，叠衣服是二宝的任
务。在劳动中，让孩子能体验到满足感和
成就感。

家长的鼓励和肯定，能增强孩子的劳
动积极性，并使其养成劳动的好习惯。鼓
励和肯定不一定是物质的，有时一个赞许
的目光、一个拥抱、一句简单的话，都能让
孩子感受到极大的正能量和动力。但是家
长不可过度讨好孩子，比如奖励大餐、玩
具，孩子就很容易将劳动和大餐、玩具挂
钩，一旦撤除这些物质性奖励，孩子劳动的
积极性就消失了。

让孩子爱上劳动，其实是激发孩子的
责任心，激发孩子内心对家的爱，对爸爸妈
妈的爱。

我做妈妈妈妈

劳动教育不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责任心的彰显。热爱劳动是一种美好
的情感，它最初的动力，来自对父母的爱，对家的爱

如何让孩子爱上劳动

Q:Q:

A:A:

我儿子今年11岁，对学习
马马虎虎。每次问他学得怎么
样，都说“还行”，但小错不断。
我给儿子安排了课外学习内
容，他很抵触，最近的成绩更是
在班里垫底，就连他自己要学
的钢琴，现在也不好好弹了。

他学习时坐不住，玩的时候
点子特别多，特别调皮，屡教不
改，还顶嘴。我和他爸爸常常控
制不住情绪，就动手打，偶尔也
罚他跪搓衣板，开始还有点效
果，最近却越来越不管用了。而
且，现在儿子在家里话越来越
少，眼神儿也是冷冷的。我们真
不知道怎么管这孩子。

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