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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手记慧

儿子跟班上女同学打架，女同学没事，

儿子却被老师当即带去校医务室做了处理。

他的脸和手都被抓出了血痕，也就是说，

他打输了。我过了好些天才知道这事，问

儿子，他轻描淡地说了几句，再问，便不

吭声了。

我历来不将孩子打架之类的事情放在

心上，只要别的家长不找我，无论输赢，

我绝对不去找别人的麻烦。只是，他赢过

吗？好像没有。

儿子文秀，喜欢与人论理。比如这一

次，他爸爸告诉我，起因是那女同学踩

到他或者是碰到他，他要女同学道歉，

说了好几次，女同学不肯，他上前推了她

一下，女同学反手一抓……那个女同学是

学柔道的。  

儿子脸上和手上的伤很快就好了，我

心疼了几天，转念一想，儿子还真是不错。

第一，他没有给他爸爸和我告状，我不在

家，他爸爸还是通过班主任老师了解到的

情况。第二，当我问及这事，他没有在我

的面前撒娇。第三，他没有说女同学的坏

话，一句也没有。

这事似乎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儿子这天对他爸爸说：“老爸，

你教我几招吧！我想学几招厉害的，一下

就把别人放倒。”不及他爸反应过来，儿

子又说：“你不总说你小时候打架很厉害

吗？”这倒不假，别看他爸现在一派斯文，

听说小时候是个霸王。只听他爸“呵”

的一声，立即站了个马步。“来！儿子，

老爸今天就教你一招。”

这以后，儿子便常常缠着他爸爸“学

几招”，他爸也教，不过一些花架子，

我懂的。于是我说：“不如让儿

子去学武术吧！”他爸便严肃

了一张脸，说道：“他想‘学

几招’，无非是想打架

的时候赢。三观不正，

送去学武术，你真

想培养一个打手

啊！”

他爸这是上纲上线

了。

我忽然意识到，在儿子打架

的这个问题上，我的善后工作是

做得不够到位的。我总以为，

男孩子，打上几架算什么？是

的，不算什么。可问题是：

我们家的这个男孩子总是

打输，输给男同学，又输

给女同学，尤其是输给女

同学，他小小的自尊心一定是

输不起的。

一直以来，儿子最喜欢的玩具都是车，

各种车。记不得是从哪天开始，他爱上

了枪和剑。他问我要了一条皮带，每逢出

门，或家里来了客人，他必装扮一番——

束腰，腰上插两把以上的枪和剑，背双手，

脸上是莫测的笑。

“儿子，你这是扮酷吗？”我问。

“不！”他摇头，“我是扮英雄。”

我猛然意识到，儿子的英雄情节实是

打架打出来的。他老也打不赢，于是就

把自己扮起来，他这是给自己壮胆呢！就

好比进山打猎的猎人，怕被老虎吃掉而

披张老虎皮狮子皮之类的。

儿子喜欢读《史记》，儿童版的，间

或我们也让他读原文片段。我问他：“刘

邦和项羽谁是英雄？”答曰：“刘邦。”

又问：“项羽为什么不是英雄？”答曰：

“项羽哭哭啼啼的，又舍不得他的马，又

舍不得他的虞姬，娘们兮兮。”我简直不

知道他这“娘们兮兮”一词从哪儿学来的，

不过韩信也评价项羽“妇人之仁”，不是

吗？所以，儿子说项羽不是英雄，我便

也不反驳。

英雄，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刘邦，从农民到皇帝，其伟大的心造就

了一个大汉王朝，刘邦的确是个大英雄。

我附和着儿子的观点，并告诉他，论打架，

刘邦不是项羽的对手，但刘邦却战胜项羽，

夺得了天下，所以，打架的输赢成就不了

英雄。

英雄不一定要拿枪拿剑。于是我说

到贝多芬，邀儿子一起欣赏贝多芬的《英

雄交响曲》。贝多芬是在近乎失聪的情况

下创作了这部伟大的作品，他战胜自我的

精神，还有他对音乐的贡献，我问儿子，

贝多芬是不是英雄？这是一次夜深人静的

谈话，灯下，我看到儿子使劲地点着他

的头。

我们后来细

数了许多英雄的

名 字， 有： 刘

备、曹操、花木

兰、岳飞、文天

祥……我看到儿

子的眼睛一闪一闪

的，那是他的心灵

接受到正能量的信

号。忽然，儿子调

皮地问道：“项羽不

是英雄，难道他是

狗熊吗？”窗外正下

着雨，我的眼睛穿过

黑暗中显得有些鬼魅

的雨雾，仿佛看到两千

多年前那个“力拔山兮

气盖世”的霸王。

是的，他是霸王，

是勇者。“勇者。”

儿子说着忽然

跳了起来并顺手

操起门口的一根棍子，做

了一个美猴望月的动作，

问道：“孙悟空是不是勇

者？”我想了想，回道：“孙

悟空是行者。”

倾诉：小小陈妈妈
现在，我每天最伤神的事情就

是让 6 岁的儿子小小陈写作业。由

于尴尬的出生月份，小朋友正在读

第二个幼儿园大班。本来就比同龄

孩子晚了一步，为了下半年他进入

小学后能很快跟上老师节奏，我给

他定下了每天认 3 个字、写 4 排拼

音、做 2页数学题的必修课。加上

课外兴趣班的英语、主持、珠心算

等课外练习，小朋友从幼儿园回家

后的任务量也是满满的。

每天回家的路上我都会跟小小

陈约定好：“妈妈做饭的时候，你

就抓紧时间把该完成的作业做了，

这样我们就有大把时间可以一起

玩。”他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可

一回到家就开始耍赖。找各种五花

八门的理由，如：口渴了、太累了、

太饿没力气等等来躲避写作业，每

次不得不动笔都是在我“河东狮吼”

之后才开始。

好不容易写了两个字，我转背

去忙自己的事情，小朋友又开始自

己找乐子了：玩玩笔袋，玩玩桌子角，

甚至自己的鞋子他都能玩很久。如

果不盯着他，半个小时过去了，本

子上还是最开始那两个字。因为这

个我没少对他发脾气，而 6 岁半的

小朋友也有了自己的情绪——喊着

我是“坏妈妈”，然后跑到自己的房

间去生气。原本半个小时就能完成

的作业，在小朋友的磨蹭、哭闹，

妈妈的吼叫、愤怒中耗了2 个多小

时才完成。也是因为写作业，让我

和小小陈的亲子关系一点点的产生

了裂痕。

为了改善小小陈的拖拉毛病，

我也想了很多对策：比如设计任务

完成奖励表，一周达到是多少积分

可以给予奖励；或每天作业按时完

成，可以参与抽奖，奖品都是小小

陈自己列出来的。但这些对策只实

施了2 天，小朋友又没了兴趣。只

要不让他写字、做算术题，好像让

他做什么都愿意。这也让我开始焦

虑小小陈今后会不会是个不爱学习

的小孩，怎么办？

小朋友爱玩不爱学习，这其实

是孩子的天性使然，所以，父母们

必须在正确的认识下，理解孩子的

“不专心”行为。爱玩是所有孩子

都存在的表现，而不是你家孩子特

别缺乏专注力，或者有“厌学症”。

认识到这一点，父母才能给予孩子

更多的同理心和宽容心。

学习就是游戏，游戏就是学习，

学习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也会有大量的学习

机会，作为父母，可以尝试在游戏

中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说数

学，做几页数学题孩子感觉很枯燥，

那么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游戏的方式

呢，比如说数筷子呀、拿图片做游

戏等等。

孩子从小时候起越能把学习做

到“自然而然”，孩子未来越受益。

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来讲，

从幼儿园大班幼小衔接到小学一年

级，对孩子身心来说都是一个特别

大的跨越，父母就更加需要调整好

心态。我特别强调的是，学龄前最

重要的其实不是学到什么，而是学

习意识和学习习惯的培养。孩子在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日子，总是一半
甜蜜、一半烦恼。甜蜜于孩子成长每一天所带来
的欣喜，烦恼于孩子成长路上层出不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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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以后，父母一定要逐渐培养孩

子开始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意识，

包括学习时间如何分配，时间观念

的养成，学习累了之后要用怎样的

方式调节等等。

很多父母不重视低龄孩子的专注

力和心理特征，不仅强迫孩子学习，

还让孩子长时间学习，从一开始便扼

杀了孩子的学习热情，这也是制造出

大量讨厌学习的孩子的直接原因。所

以家长特别需要调整好心态。给孩子

留出做喜欢事情的时间，在轻松的氛

围中跟孩子交流。

让孩子“自然而然”地爱上学习

该如何面对小男孩的英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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