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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期望高要求的妈妈和不堪重负的孩子
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谈“妈妈们的焦虑”

童心向党

■ 冯永平

最近，自媒体上有一个视频，
说一对夫妇含辛茹苦把孩子培养
成才，留学国外，娶妻生子。左邻
右舍佩服不已，夸赞夫妇俩教子
有方。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
老夫妇不但没能到国外随儿子儿
媳生活，连父亲生病、乃至去世，
儿子都借口工作忙，没回家看望
老人一眼。还是老人那所谓不成
才的外甥，放下手里的生意，忙前
忙后照顾老人，直至送终。但后
来，孤独的老母亲拆迁分了房子，
国外的儿子儿媳终于“有时间”回
来了，并找理由要分老人房产。
老人伤心地说：这一切，都是因为
当年把儿子举得太高了。

前些年，在上海浦东机场因
学费问题捅伤母亲的案例，就引
发了中国式父爱母爱教育的争
论。迄今，事情过去多年，“痴心
父母”屡见不鲜，不肖儿孙仍时有
所闻。

如今，乐见孩子学有所成，倾
尽全力支持孩子学习，努力让孩
子成为鸡娃、牛娃、学霸，不遗余
力地鼓励孩子学习，将来出人头
地、成名成家。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除了学
习，还应培养孩子的人格、公德意
识、自立能力，以及爱国爱家爱他
人的美好情感。被誉为 20 世纪
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的戴尔·卡耐基说：“为了成功地
生活，少年人必须学习自立，铲除
埋伏各处的障碍，在家庭要教养
他，使他具有为人所认可的独立
人格。”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最
终决定孩子在社会上的尊严、价
值和成就的，是孩子的道德品质。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关于父
母的养育之恩，用什么词汇来形
容都不为过。可是正如上面的事
例一样，父母对儿女全身心付出，却养出了自私
自利无情无义的人，究其原因，就是很多人在培
养孩子过程中，只顾抓学习成绩，忽略了对孩子
道德品质的培养，忽略了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孩子应该学习自
理时，父母告诉孩子，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
管，于是，很多孩子长大后不会洗衣服，不会剥
鸡蛋；吃饭时，孩子应该学会礼让父母、懂得谦
让他人，父母却告诉孩子，除了学习成绩，别的
都不重要；父母生病时，告诉孩子，好好学习，别
管我们……这种单一教育的结果，导致孩子学
习成绩提高了，却也养成了唯我独尊、自私自利
的思想意识；本该熔铸在孩子心底的谦、恭、礼、
让、孝、义、情，成了孩子心里虚无的东西。这肯
定不是父母们想要的教育结果。

孩子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父母的问题。我们
知道，学习成绩确实是衡量一个人学习和发展
的重要标尺，但思想品德培养，思想道德建设，
是衡量一个人的另一把重要尺子。它虽然没有
学习成绩那样量化和明显，但它撑起了孩子人
生的脊梁，能为孩子不断地注入积极的思想力
量，启迪孩子积极上进，引导孩子懂得同情、关
心、互帮互助、扶助弱小……这些思想品质和行
为，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整个社
会充满正能量。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思想
境界、充满温馨的情感，是人类社会比成绩和成
就更迫切的需要。

教育孩子学会对自己负责，他们长大了才
会对社会负责；教育孩子从小懂得感恩，孩子们
长大了才能孝敬父母，当年老的父母生病时，他
们才不会百般推诿；教育孩子从小树立报国爱
家思想，当国家有难时，他们才会挺身而出，勇
担大义。

毛泽东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的？》中曾写道：“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
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
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
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
识，这就是思想。”

人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在孩子还是一张
白纸时，就要为孩子涂抹上正确的人生底色；在
孩子的思想道德和情感空间尚有空缺时，您不
去用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填充，它就会被五
花八门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所占满；您不注意及
时剔除那些不健康的思想渣滓，那些腐朽糜烂
的思想意识就会充斥孩子的大脑。

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健全的精神和人格，
与鼓励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并不矛盾，这本就是
事物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个
面。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
来。没有好的学习成绩，难以获得更多更高层
次的学习机会；但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不懂
礼，不讲信义，不知感恩，冷漠自私，和学习机器
甚至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雏既壮而能飞兮，乃
衔食而反哺。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作为万物之
灵的人呢！然而，高尚的道德品质，健全的人
格，积极的思想观念，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它需要孩子在不断模仿和学习过程中，逐渐
内化为自觉的行为。

总而言之，现代很多父母，不是把孩子抬举
得太高，而是在抬举孩子过程中，没有把正确的
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意识灌输给孩子，没有
使之在孩子内心生根、发芽。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我们相信，沉痛的教训一定会令越来越多
的父母们得以警醒。

（作者系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家庭教育》
编辑部副编审）

教育观育观

■ 陈明 杨咏梅

在竞争的教育环境下，父母普遍有焦虑
心态，妈妈们的焦虑尤其严重。对此，儿童
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
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特聘督导陈默建议父母
通过自我成长来消除焦虑，以平和心态养育
身心健康的孩子。

焦虑的妈妈容易催生厌学的孩子

不少孩子抱怨，父母一开口就是“你最
近学习怎么样？”“你作业做完了吗？”和自己
交流的每句话都能绕到学习上去，她认为这
是现在很多孩子不愿意和父母交流的原因。

过度关注分数，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
有位妈妈每次都要第一时间知道孩子的考
试成绩，然后制作详细表格，研究分析自家
孩子每次考试成绩和竞争对手的比较情况、
每门科目成绩的波动情况等，俨然一个数据
分析专家，给孩子的压力可想而知。

“大部分父母的表现是，孩子成绩出来
后，考得好就赶紧奖励，考得不好批评，甚至
打骂。”陈默认为，这种做法发展到后来，孩

子很可能会得考试焦虑症。
“有的妈妈手里有十几个教育微信群，

如果不知道某个所谓名师的联系方式就很
焦虑。”陈默说，不少妈妈都有这种紧张意
识，生怕因为没有抢到好的教育资源，自己
的孩子就落后了。

妈妈们更多的焦虑反映在催逼孩子学
习上。不少孩子对妈妈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是：“快点呀”“抓紧时间呀”……陈默坦言：

“一个人如果长期处在被催逼的情境下，心
理就会变得没有弹性，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此外，“有的父母喜欢攀比，一听到别人
家孩子取得了什么成绩就开始焦虑。其实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根本不具有
可比性”。

妈妈焦虑有四个方面的个人原因：
一是不自信，不知道能否将孩子培养成

才，希望自己每一步都做对，否则就会影响
孩子的前途。“其实只要你在教育过程中给
孩子‘好东西’，就可以让自己自信。”陈默说
的“好东西”是指善良、乐于助人等优秀品
质，“很多父母给孩子灌输的是不正确的价
值观。如果父母能从小教会孩子善良、帮助
弱者，让他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孩子将

来不愁没有出息”。
二是虚荣造成的攀比。“虚荣的妈妈就

喜欢处处与人攀比，比老公、比孩子，最后把
压力和焦虑都转嫁到家人身上”。

三是让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很多父
母没有意识到这个育儿观念的问题，即是否
将孩子看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天生的气
质类型都不一样，要鼓励孩子根据自身的特
点去发展，不能让孩子成为弥补自己人生遗
憾的工具”。

四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少父母认为
人生的本质是竞争，孩子如果不能在竞争中
胜出，就代表两代人的人生都是失败的。陈
默认为，人生的本质应该是合作不是竞争，
学校不是竞技场。

焦虑带给孩子高竞争感而非高竞争力

“孩子的潜意识是和妈妈连在一起的，
他不需要通过语言就可以直接感知到妈妈
的感觉。母亲是孩子基本安全感的给予者，
也是孩子的最后一道保护防线。”陈默说，妈
妈和孩子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比如父
母打算离婚，孩子知道妈妈不想离婚，他就
会生病、厌学，以此引起父母的关注，拖延他
们离婚的进程。因为“几乎所有孩子的潜意
识都是要去实现母亲的愿望，不惜一切代
价，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意愿和前途。”

由此可知，母亲的高要求给孩子的压力
比其他人都要大。如果妈妈总是将自己的
高期望具体化，并不停地向孩子强调自己的
期望，孩子会不堪重负。“很多孩子缺少内在
动力，都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高期望高要求的
妈妈。”

更糟糕的是，妈妈的焦虑和攀比心态，很
容易形成孩子的高竞争感，但不是高竞争
力。陈默举了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的例子，
一次考试后，这个孩子居然趁同桌不注意，擦
掉了对方卷子上一道题的答案。“这样的孩子
很可怕，现在有这种高竞争感的孩子太多
了。这和父母平时对孩子的影响紧密相关。”

陈默说，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父母就
应该注意平时和孩子交流的内容，是问他：

“你今天得了几朵小红花？同桌又得了几
朵？”还是问他：“你今天有没有帮助其他小
朋友呀？”孩子能解读出父母问题背后不同
的含义，能从中知道父母的价值观和对自己

的期望。
高竞争意识不利于孩子抗挫折能力的

形成。陈默认为：“很多孩子平时表现都挺
好，但一遇到重大考试或比赛就出错，很可
能是平时父母要求太高，导致孩子过于患得
患失。”现在很多孩子出现的心理问题，都是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就埋下的隐患。

陈默认为，父母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应试
教育，需要转变观念，看到孩子将来发展的
多种可能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焦虑的
问题。

情绪稳定的妈妈能为孩子提供心理能量

妈妈们怎样才能走出焦虑的困境，用平
和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孩子的成长？陈默给
出了具体的建议——

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孩子的成长需要
等待。有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成长得慢一
些，父母不要着急，养好他的身体，保护好
他的心理。“在生理方面，妈妈们学习一些
营养、睡眠、运动等方面的知识，在心理方
面则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注意观察
孩子的情绪，让家成为孩子可以疗伤和充
电的地方”。

妈妈的角色功能要定位清楚。妈妈不
是老师、监工或教导主任，母亲角色的理性
成分不能太高。在孩子心中，不管自己是
否优秀，妈妈永远是那个愿意接纳自己的
人。“如果拥有这样的妈妈，人活着就有底
气了。”

妈妈需要自我成长。“一个女人的情绪
越稳定，这个家就越和谐；女人如果喜怒无
常，这个家就容易鸡飞狗跳。”陈默强调，母
亲的情绪往往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所以
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的情绪应该越来越稳
定，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

有的家庭是爸爸的情绪不稳定，时常攻
击孩子，和孩子关系紧张，妈妈要保护孩子，
不让他受到伤害，同时需要在孩子和爸爸面
前分别说对方的好话，起到调和作用。

陈默强调，妈妈应该是能为孩子提供心
理能量的人。如果把孩子比作一辆车，母亲
就是他的加油站，孩子可以回家加满油再出
去迎接新的挑战。“妈妈们一定要把自己过
好，才能给孩子提供能量，让他一想起妈妈
就觉得内心安定、温暖、有力量。”

名师访谈录访谈录

■ 杰西卡

最近听到两个朋友的故事。
朋友A的孩子5岁多，早上不想让朋友

上班。朋友说，不上班就不能赚钱了呀。小
朋友特别认真地说，你和爸爸的手机里有
钱，不需要再赚钱了。

朋友B的孩子3岁多，每次出门买玩具
就冲着大人说，打开你们的手机，我要买！

由此，我们既觉得可爱，又意识到普遍
使用虚拟支付后，孩子们的财商教育更难
了。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和孩子聊“钱”。

认识钱

一切财商教育的基础就是从认识钱开
始，不管大家多久没摸过纸币、硬币了，我们
还是有必要取一点，带着孩子认识钱。

认识钱和价值（3岁+）
学着认识钱币上的数字，进行简单的价值

转化，比如10元是10个1元、2个5元。这是
数学启蒙也是财商启蒙，让孩子直观地理解

“钱”的第一层含义。接下来逛街，即便在淘宝
上下单，也问问孩子，这个恐龙模型是21元，
需要几张10元，几张1元啊？抓住机会帮孩
子建立起虚拟交易和真实付款的联结。

货币的历史（5岁+）
随着孩子长大，给孩子讲讲纸币、硬币

的历史，能更好地帮助孩子理解钱的意
义。父母可以告诉孩子，最早的买卖是“以
物换物”，A觉得B的鸡不错，A就拿自家的
鸭和B换，B正好需的，也觉得合理，就交换
了。后来，人们发现这样太麻烦，就用石
头、贝壳等物体来交易。大家制定一个规
则，比如根据贝壳大小来定价格，大贝壳价
格更高，之后就出现了货币。我国是世界
上第一个使用货币的国家。再后来，就有
了银行和线上支付。爸爸妈妈要先赚到
钱、存到银行里，实体银行和网络银行相关
联，然后才可以用手机支付。这样的解释
可以帮助孩子理解，钱的前世今生，明白

“线上支付。”

判断价值

关于“钱”的第二课，是如何判断价值。
同样10元钱，买两个面包值还是买一个

盲盒值？这个问题孩子比较难回答，但难回答
不代表就不能带着孩子一起思考。我的金钱
观之一，是要始终明白自己“为什么而买单”。

从女儿4岁开始，她每年的压岁钱中有
一部分可以由她自主消费，那就是她自己的
钱，我接受她的“挥霍”，毕竟从“浪费”中获
得教训，也是财商教育的一部分。

女儿第一次拿着自己的10美元（当时
我们在美国），在超市买了两包看着很大，但
一看就很难吃的饼干。我没说什么，就买单
回家了。到家后，她第一时间打开吃，吃了
第一口就不喜欢，完全浪费了。

我当时没批评她浪费，而是说，你刚刚买
了两包吃的，花了10美金。你知道10美金
还能买什么吗？那天，我们做了一个小练习，

我把家里值10美金的东西拿到她面前。她
第一次发现，原来10美金可以买那么多其他
东西，比如好几瓶酸奶、一个她很喜欢的毛绒
玩具、两本绘本、两块巧克力，等等。

然后，她就后悔了：“早知道买XXX，这
个不好吃。”这次经历后，她明显有意识多
了，自己会做一些价值判断，当然面对她最
爱的东西，仍然义无反顾地觉得值。

我们引导孩子思考，并不意味着非要
把我们的价值判断强加给他们，而是引入
觉察。孩子有了存钱概念，而且看着“财
富”变大后，会变得很“财迷”，对于值不值
这件事就会更加敏感。当然，值不值这件
事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做金钱的主人，就
意味着让钱带给我们快乐，而不仅仅是表
面的“值”。有时花钱买了一段体验，一个
回忆，外人觉得不值，但自己很开心。我
们可以帮助孩子，在内心建立起自己的价
值排序，一个人可以明白自己要什么，并
且用自己的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那就是
幸福。

钱是怎么“赚到”

父母可以和接近学龄的孩子聊聊怎么
“赚到”钱。

赚钱的本质是创造价值，提供服务，而
且这些价值和服务恰好是别人需要的。

让孩子明白，他们上课外班爸爸妈妈是
需要付学费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给老师
的。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传授给
孩子，而且还要花时间陪伴孩子，这些就是
老师创造的价值和提供的服务。

同时，父母也要和孩子强调，哪怕我们
是“花钱”买了他人的价值和服务，仍然需要
表示感恩和尊敬。因为对比老师付出的，其
价值远远高于爸爸妈妈付的学费。所以，每
个人的价值可以用钱来衡量，但那只是一部
分，还有一部分是无法被衡量的，那是来自
我们内心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
老师表示尊重，对所有提供给我们服务的人
表示尊重和感谢。

最后，我们还应和孩子分享一下自己的
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希望赚钱，但赚钱
不该是目标，而是自然结果。我们要想的
是，如何让自己更加值钱，那么钱就是自然
而然的结果。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付出，但得到的报酬会
不一样呢？这一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创造的价
值和提供的服务，能不能被他人替代？比如有
一些事情，大部分人都会做，做这件事获得的
市场报酬就会比较低。当然并不是说做这件
事就不好，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都
是好样的。但我们始终要记得，让自己值钱，
让本事长在自己身上，这永远是最保值的。

财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父母首先要
做的，就是让孩子明白钱不是在手机里平白
无故就有的。想要做金钱的主人，第一步就
要好好理解“钱”是怎么回事。

（作者为微信公众号“大J小D”创始人，
育儿专家，著有《和美国幼儿园老师学早教》
等书）

今天的孩子或许一辈子也不用现金

网络支付时代 财商启蒙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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