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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课堂

当面训老公，“伤”了你孩子
整理 / 李旦
孩子第一次帮忙叠衣服，

第一次主动站到小凳上伸长手
臂帮着洗碗，第一次争着要包
饺子……通常父母的感受，是
又欣慰又气恼，欣慰的是，孩
子开始有兴趣分担你的重任，
开始有了自立意识的萌芽；头
疼的是，这么小的孩子掺和进
来，多半是越帮越忙。怎么办？ 

镜头 1：
妈 妈 忙 着 用 酥 粉、 提 子

和牛油做茶点准备招待叔叔阿
姨，小珊非要拿一团面粉来玩。
她把点心面团当油泥了，一会
儿捏兔子，一会儿捏恐龙，而
且要求妈妈也把她的“作品”
放到烤箱里去烘烤。

妈妈的反应 A：去去去，
你不要捣乱好不好？你哪里会
做饼干呀？

妈妈的反应 B：嗯，小珊
捏的恐龙还真像呢！麦当劳里
都有恐龙麦乐鸡了，咱家今天
也要用恐龙饼干招待客人了。
待会儿我要向叔叔阿姨隆重推
出小珊的点心哦！

镜头 2：
小强自告奋勇要替妈妈洗

碗，并煞有介事地要去了一瓶
洗洁精。5 分钟过后妈妈去看，
好嘛，一池子的水和泡沫，小
强撅着屁股，正起劲捞泡泡玩，
还得意地朝妈妈嚷：“看，每
个大泡泡都是彩色的，还有彩
虹呢！”

妈妈的反应 A：你这小子
哪是在洗碗，简直是捣乱！好
啦好啦，看动画片去吧，你越
帮越忙。

妈妈的反应 B：泡泡上真
的有彩虹？喔，这可是小强的
新发现，看来洗洁精可以用来
吹肥皂泡哦。这样吧，小强先
把碗洗干净，待会儿妈妈和你
一块儿吹泡泡。

如何看待孩子帮倒忙
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帮助

成人干活所进行的各种动作，
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和
控制能力，特别是精细动作的
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提供帮
忙的机会，就是让孩子承担起
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发展他们
的责任心。

促进孩子的助人行为：即
使你不需要孩子帮你做事情，
也要适时安排他做一些家务。
告 诉 他“ 妈 妈 需 要 你 帮 助 ”。
有意识地弱化自己作为成人的
能力，突出孩子的力量，而不
要所有事情都包办。这是绝对
必要的。

加强亲子关系：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孩子刚开始吵着要
帮你干这干那，过会儿你再看，
他已经在那里玩起来，早就忘
记要做的事情了。

教孩子学会感激：无论孩
子做的事情是真帮了你的忙还
是最后让你更累，都要对孩子
说句感谢的话。他会知道尽责
的人能够得到承认，就算是他
没有帮上忙反倒是添了乱，你
也要感谢并强调他做得好的地
方。

不要批评宝宝
“帮倒忙”

“对一个男孩子来说，爸爸就是他
最好的榜样，给他示范怎么样去做一
个真正的男人。如果爸爸给儿子的感
觉是懦弱的，孩子就难以认同自己的
爸爸，甚至会在青春期产生严重的心
理冲突。”

那对于女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
响呢？在非比看来，对女孩子的影响
更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在她与异性
的交往上，包括跟男同学、同事、上司、
男友、丈夫等的交往会比较矛盾，行
为上比较难控制。一方面她会无意识
地贬低男人，但另一方面她又会去寻
找强大男人的保护，这就会给她造成
一些难以调和的内心冲突，内在对“男

人”概念模糊，行为无常。同时，无
论男孩、女孩，对自己的父亲同样充
满矛盾的爱和恨，在难以接纳父亲的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否定。这种心理
影响会很持久，而且这种关系模式可
能会代际传承。

因此，非比老师提醒，在家庭中，
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还是要多多顾及
对孩子的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暂时看
不出来，但是很有“杀伤力”。如果父
母可以检讨审视出这是自己承袭自己
父母的模式而来，则建议家长参加心
理成长的学习，通过自我成长，超越
代际影响。

人物故事》

“妈妈，爸爸能保护我们吗”
“爸爸，你怎么这么没用？叫你帮我去买个玩

具你都不知道去哪里买。”6 岁的儿子刚说出这句话
的时候，李海平都惊呆了，她没有想到儿子居然会
这么讲自己的爸爸。“儿子，你说什么呢？爸爸怎
么没用了，他要没用，能给你买这么多的机器人玩
具吗？”没想到，儿子的回答更让李海平吃惊：“不
是你经常说爸爸没用的吗？我只不过是学你罢了。
为什么你能说我就不能说？”

直到儿子说出了这句话，李海平才意识到，
自己平时的行为给儿子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
就是个急性子，平时有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脾
气一上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老公就是一顿
吼。”李海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老公是
比较老实的人，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说了算，
所以，只要老公做的事情不如李海平的意，她就
会“雷霆大发”。

听了儿子说自己爸爸没用的那番话后，李海平
就开始留意儿子的举动。不仔细观察还真不知道，
李海平发现儿子对自己的爸爸没有一点崇拜感，而
且有时候还经常跟他顶嘴。爸爸让他干什么，他就
经常当耳边风。

有一次，李海平和儿子讲故事，其中里面就讲
到爸爸是怎么样和野兽做斗争保护他的家人的。听
完这个故事后，儿子很疑惑地问了一句：“爸爸，你
也能像那个爸爸那样勇敢吗？”这时候，爸爸毫不
犹豫就说了一句：“当然能啊！”“真的吗？那你平
时怎么老被妈妈骂？”儿子的话让李海平夫妻俩愣
了一下。随后，丈夫很没好气地对她说：“这都是
你平时干的好事！”

相关调查》

很多妈妈不知会影响到孩子 
“当着孩子的面训斥老公会影响到孩子”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记者在“长沙妈妈群”里一抛出这
个话题，妈妈们就提出了质疑。

“珲宝贝妈咪”第一个站出来说话：“怎么可能，
那我老公经常被我骂，我也从来没有回避孩子。”她
还解释道，孩子的心理哪有那么脆弱，他们才懒得
管大人之间的这些事情。

“乐乐妈”表示，自己在家和老公吵架什么的也
经常是当着孩子的面，孩子也不见有什么影响，照
样性格脾气都很好。她还说：“这都能有影响？现
在哪个男人不在家里被老婆骂？”

……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身边的妈妈们。刘妈妈的

孩子已经 10 岁了，她说：“我平时还是很注意尽量
不给孩子负面的影响。只是有时候脾气一上来，可
能就管不住自己了，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当着孩
子的面训斥老公肯定是有过，只是没想到会对孩子
造成影响。”

同样的问题，章妈妈也不以为然：“那肯定是
有的呀，他也当着孩子的面骂过我。会对孩子造成
影响？不至于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你怎么这么没用？”
“居然被人忽悠买这种没
用的东西，真是猪一样。”

“带个孩子都不会，要你
这种男人有何用！”……
在日常生活中，妻子训斥
丈夫的情形，我们都见过
不 少。 话 又 说 回 来， 夫
妻之间偶尔争吵也在所难
免。不过，训斥归训斥，
有一点我不得不提醒广大
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们：别
当着孩子的面训斥老公，
因为孩子也会很“受伤”。 

除了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吵架、训
斥老公外，还有哪些行为是爸爸妈妈
们尤其是妈妈们不能当着孩子面做的
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当着孩子的面与人争吵
在某个小孩游乐场所，就为了一

个先后的问题，有一个妈妈一直在说
工作人员的安排有问题，并且一直在
骂，音调很高。那个妈妈的小孩就在
身边，小孩有 5 岁左右吧，应该能听
懂的。小孩一直不出声，而且还战战
兢兢的。旁边看的人都觉得妈妈太不
应该了。

2、当着孩子的面说他（她）是
你的负担

“妈妈也很累的”, 也许这是实话 ,
但做母亲的再累也要放在心里 , 不应
该给孩子压力。如果你把自己的这种
情绪施加到孩子身上，特别是当着孩
子的面说他（她）成为了你的负担，
这样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
同时也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

3、夫妻当着孩子的面过度亲热
孩子毕竟还小，父母如果当着孩

子面过度亲热会给孩子造成一种不好
的引导作用。适当的身体接触，拥抱
或者是象征性地亲吻，这都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记住把握好度。孩子的性启
蒙阶段，家长要注意正确的引导，不
能让孩子有心理困惑甚至是导致孩子
去模仿。

链接》

专家观点》

爸爸“无能”会让孩子没安全感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扮演的
角色和分工是不同的。爸爸一般代表
的是力量、坚强和保护，而妈妈给人
的感觉是温暖和温柔的，一软一硬才
会达到平衡。如果妈妈总是当着孩子
的面训斥爸爸，那就是破坏了这种平

衡，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心理困惑。”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心理顾
问、儿童心理师非比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妈妈如果在孩子面前表现
出来的是强硬，强势去压制爸爸，那
给孩子的感觉就是：爸爸没力量。这
就将导致爸爸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和
形象大打折扣。

非比称，孩子是难以深入理解爸
爸不和妈妈对着骂是一种包容和忍让
的，他们只会根据妈妈的语言字面理
解，觉得“爸爸没用”，进而在潜意识
里形成“爸爸不能对家庭起到保护的
作用”。孩子长期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就会缺乏安全感。

“挨骂的爸爸”会影响女儿将来找对象

非比
中 国 少 年
儿 童 文 化
艺 术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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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