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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蒋 径 芝（湖 南
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二
科）

亲 子 节 目 《 爸 爸
去哪儿》虽已落幕，引
发的热议却仍未见“降
温”之势。其中，林志
颖家的Kimi非要抱着毛
绒玩具“小黄”睡觉的
习惯，在很多观众眼里
“ 简 直 萌 翻 了 ” 。 其
实，这种执意与玩偶、
玩具甚至毛毯、毛巾、
手绢等物品朝夕相处、
须臾不离的孩子并不少
见。如果把他们怀中的
物品强行拿开，往往还
会引起孩子的极度不满
甚至失控哭闹——这是
怎么回事呢？

首先，家长应认识
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孩子与成人一样具有社
会交际的需求，这种心
理需求会在孩子三四岁
时变得强烈起来，他们
渴望有自己的伙伴，尤
其是同龄小伙伴。但在
有些家庭中，父母出于
强烈的爱与关心，总怕
孩子在外面会碰到种种
不 可 预 测 的 危 险 ， 纠
结、担忧之下，索性把
孩子关在家中，由自己
去 极 力 充 当 孩 子 的 伙
伴。实际上这种作法是
行不通的，孩子在缺乏
同 龄 伙 伴 的 孤 独 状 况
下，易把枕头、玩偶、
毛毯毛巾等生活中最常
接触的东西当做想象中
的 朋 友 ， 同 这 些 “ 朋
友”对话，给“他们”
喂饭，嘘寒问暖等。甚
至有孩子一旦失去这些
依赖物，便不吃不睡、
大吵大闹、情绪反常，
非逼得无计可施的父母
替他找回来才肯风平浪
静。

如 果 理 解 了 这 种
情况产生的缘由，就该
因势利导，帮助孩子正
常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要
求得以实现。在如今独
生子女日益增多的现实
环境下，最实际的做法
莫过于将适龄孩子及时
送进幼儿园。不够年龄
或因特殊原因不能如期
入托的孩子，父母则应
尽力为其创造接触同龄
孩子的机会。只要身边
有玩得来的小伙伴，孩
子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
孤独中想象出来的“朋
友”，而投入到鲜活、
有趣的真实世界中去。

另外，孩子习惯抱
着玩偶、玩具、枕头、
毛巾等睡觉，多是在1岁
左右养成的，尤以女孩
多见。因此，家长还应
注意从小培养孩子良好
的睡眠习惯，最好不要
让孩子把玩具等无关物
品带上床。

■医师坐诊

如何纠正
孩子抱玩具
睡觉

因为角色定位与分工的关系，大多数中国家庭里，“妈妈们”承担了照顾和抚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与之相应的

是，她们在孩子的日常起居、穿衣打扮、生活习性甚至教育前途等方面的影响力也远非其他家庭成员可比。所以，

“妈妈认为对”就成为了很多家庭在处理孩子事务上的惯用“法则”——某些“强干型妈妈”，甚至享有说一不二

的绝对权威。

可是，“妈妈认为对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从本期开始，今日女报/凤网将连续推出系列报道，邀请专家、网

友等一起来聊聊那些“妈妈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家有着这类困扰，或作为妈妈的你有着这类困惑，欢迎为我们

提供讨论话题，让我们的讨论来为你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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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那些妈妈认为对的事”系列报道之一——

孩子穿什么，妈妈说了算？

专家分析|
引导有必要，
控制不可取

“两到三岁的孩子正处于对色彩
特别敏感的阶段，如果家长对其审美
倾向横加干涉，甚至把自己的想法强
加在孩子身上，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
的。”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珊的从
业经历中，曾接待过不少有着这方面困
惑的年轻妈妈。“印象较深的是有位妈
妈也和李女士一样，希望孩子显得‘气
质高贵’，爱给孩子买色调偏素偏冷的
衣服。可她两岁多的孩子就喜欢红的粉
的，导致每次穿妈妈买的衣服都会大
哭大闹，有次甚至把衣服扔到地上使
劲踩……”

另一位妈妈则恰恰相反，“因自己
怀有‘萝莉情结’，坚持把已经8岁的
孩子打扮得跟个小公主一样，结果孩
子的穿着经常被同学笑话”。

张珊认为，“自己的一切决定都是
为孩子好”是很多妈妈都有的认知误
区，“对孩子生活细节的控制欲太强，
容易造成其反感心理。孩子在这种家
庭氛围和心理作用下长期生活，会慢慢
失去选择主动性，长大后成为一个缺乏
主见的人”。所以，张珊建议那些“控制
型”妈妈，不妨就从孩子的日常穿着入
手，习惯只从旁引导而非全盘控制。

搭配穿着
也可以是学习机会

“家长买什么款式、什么颜色、
什么品位、什么牌子的衣服给孩子穿，
甚至强加给孩子穿，都是家长的审美
观和价值观在孩子身上的体现。”长
沙幸福泉心理咨询中心专家陈明明称，
“完全不顾孩子的心理感受是不对
的，违背了孩子成长的自然属性。”

在陈明明看来，让孩子挑选并穿
戴自己喜欢的衣物，引导得当的话，可
以成为培养孩子独立性和自主意识的
方法之一，因为，“与其跟孩子为穿什么
样衣服而较劲，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来
培养孩子的决策能力”。

“换种思维来看，其实，孩子自行
决定穿着，这对于低龄幼儿识别大小与
配对、区分内衣和外套等，对于年龄稍
大的孩子学习色彩搭配，直至形成自己
的审美品位等，都是极好的机会。”陈
明明说。不过，她提出，家长首先应给
孩子圈出一定的挑选范围，这样一来，
既能让孩子觉得对自己的事务有所主
宰，也能够避免出现失控的情况。

观点碰撞|
网友“泡泡07”（身份：妈妈 孩子年龄：5岁半）

孩子尚无审美能力，
妈妈插手天经地义

网友“泡泡07”完全支持李女士的做法：
“在孩子的审美能力达到一定水准前，妈妈
当然有义务帮忙‘把关’。我自己家也是这样
的。每晚，我都会给女儿挑选、搭配好第二
天上幼儿园穿的衣服，以节约早上的宝贵时
间。”可“泡泡07”也承认，仍然有许多个早
晨，“我和女儿要因为穿衣问题浪费时间，她
经常把我准备的衣服扔到一边”。

邓先生（身份：爸爸 孩子年龄：6岁）

难看也是穿在孩子身上，
他喜欢就成

“个人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太‘霸蛮’。我
也经常看不惯我老婆逼着儿子穿她买的衣服，
儿子为了不穿，有时会故意把拉链、扣子什么
的弄坏；如果放学早，他妈没回，他偶尔还非要
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再出门找小伙伴玩……母
子俩没少为这事拌嘴。其实要我看，何必呢，
让孩子自己做主不行吗？再难看也是他自个喜
欢的，更何况是穿在他身上！”

   
王阿姨（身份：妈妈 孩子年龄：20岁）

提意见就好，
何必剥夺孩子的这点喜好

“我们那会的经济条件不比现在，但每
次给女儿买衣服，我都尽量随她挑。只要不违
反校规校纪，她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呗，孩子
还小，不要剥夺她的这一点喜好。”从女儿懂
事开始，王女士对她的穿着就很少“过问”，
最多提点意见。如今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
现在可会打扮呢，穿出来特洋气，我觉得这跟
我从小培养她的审美主见有很大关系。”  

星妈现身说法|
小S：
曾经只准女儿穿中性衣服

据大 S爆料，早在妹妹 小S第一次怀孕
时，她就给未来侄女买了很多漂亮的公主装，
以粉色为主。没想到许俏妞出生后，小S认为
女儿长相偏中性，只适合中性、帅气的衣服。
无奈之下，身为姑姑的大S只得又给侄女买回
一堆蓝色、白色的牛仔装。但随着三个女儿
的次第降生，小S的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以“独立自主女性”自居的她，自然希望女儿
也能成为有主见、有想法的人，于是在很多事
情上都开始“放手”让孩子自己做选择：“就
算是滑稽不堪的泡泡裙、公主装，只要孩子喜
欢，也只好让她们穿着出街。”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的李女士有份体面且高薪的工作，这
让三十出头的她对于生活品质很是注重，不仅自己的时尚装
扮经常在熟人圈里赢得赞美，对年仅3岁的女儿也拾掇得格外
用心。在李女士看来，女儿苗苗肤色白净、五官精致，稍加打
扮便“不比那些个小童星逊色”。没想到事与愿违，在苗苗的
穿衣问题上，孩子自己的意愿以及婆家人的“掺和”给了李女
士莫大打击。

“我女儿特别喜欢粉色调，外加有蝴蝶结或大量蕾丝装
饰的衣物，每次在童装店看到就挪不开步子，非要我给她买。”
而在李女士看来，这种风格极其俗气甚至“乡土”，“穿成那
样，我都不好意思带她去见我的那些朋友，真怕被人鄙视”。

一心希望女儿走时尚路线的李女士，则倾向于给苗苗
挑选黑白灰或者咖啡、藏青色系的服饰，认为这类颜色很衬
女儿肤色，穿起来“有种区别于同龄孩子的气质，或者说范
儿”。

由于母女俩的审美观大相径庭，每次逛街买衣服便成了
双方都感到痛苦的时刻。“我给她挑的衣服她连试都不肯试，
如果硬拉着她试，她就要么拼命躲，要么摆臭脸；而她看中的
款式又实在让我很‘崩溃’……所以，孩子经常是笑着出门哭
着回家。”

既然带孩子一起去买衣服总买不成，李女士索性依自己
的喜好直接买了带回家。可新的问题来了——孩子死活不愿
穿。李女士向记者诉苦说，每回兴高采烈地拿出新衣服给苗
苗穿，往往都得花上半个多小时对她做“思想工作”，从好言
劝慰到诱之以利到声色俱厉，“等最后她磨磨蹭蹭、哭哭啼啼
穿上时，我已经口干舌燥、什么兴致都没了，甚至有好几个早
上都差点因此而上班迟到了”。

对于李女士为苗苗精心打造的着装风格，孩子她爸表示
认同，“我老公觉得，闺女跟其他孩子比是显得洋气一些”。
孩子外婆也基本支持李女士的想法，“我妈只是偶尔会对一
两套衣服提意见，说颜色有些老气了”。

让李女士“不爽”的是，婆家那边的亲友在这个问题上长
期与自己唱反调。

苗苗在上幼儿园之前，经常是长沙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常
德奶奶家待一段时间。每次送苗苗去常德，李女士都会把孩子
常穿的衣物备好带去，但后来她发现，这些衣物在那边似乎很
少有机会用上。有次，李女士趁着周末去探望女儿，看到孩子
居然从衣裤到鞋袜一水儿粉红。“简直俗不可耐！”李女士说
自己简直有种立刻把孩子身上的衣物都扒下来的冲动。

原来，苗苗的奶奶和姑姑都觉得孩子带过去的衣服不好
看，便按照他们的审美，从头到脚给孩子置办了新的。“全是
我看不上的颜色和款式！”但令李女士无语的是，苗苗对于这
些新衣物喜欢得紧，直说“比妈妈买的好看”！

而每次苗苗离开常德、返回长沙前，那边的长辈们还经
常会买一些新的衣物相送。“说实话，他们买的衣服回长沙后
我很少给孩子穿，新的则基本送给朋友家孩子了。”李女士的
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纠结。

也许是李女士的处理方法被婆家察觉到了，后来她再去
常德接孩子时，每次那边的亲友都会当着她的面把新衣服给
孩子试穿，一旦大小合适就立马把吊牌扯掉或者“下水”。李
女士气愤地说：“这样做肯定是为防止我再把衣服送人！”

为了苗苗穿衣打扮的事，经常惹得孩子哭闹不说，还与
婆家隐隐有了嫌隙，这让一向好脾气的老公也开始有了微
词——李女士说自己渐渐感到有些“心累”，忍不住反问自己：
“坚持己见究竟是否值得？”

案例| “孩子穿什么”让全家闹心

今日女报/凤网见习记者  李旦

“没少跟孩子因为‘穿什么’而怄气，再发展下去的话，恐怕要引发家庭矛盾
了！”2013年12月30日，读者李女士一拨通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电话，就开始迫不及
待地倾吐“委屈”：为什么每次自己为女儿精心挑选的衣服都得不到女儿的认同，而
“她自个看中的，我又觉得很俗气”……

客观来说，母女两代人的审美存在差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如果一方过于强
势，另一方又过于年幼势弱，矛盾就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