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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天的际遇，一条流浪犬，
成就了我和儿子的这篇同题作文。

《我想养一只小狗》 儿子 / 尹普霖    

 一天，我和妈妈去放风筝。出了门，

拐个弯，一条小狗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它看上去脏兮兮的，一身毛看不出是白色

还是灰色，正一跛一跛地朝我们跑来。哦，

原来它的一条腿是坏的。

它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走到可以放风筝的大草坪，以为

它走了，结果它还在。我们回到家，以为

它走了，结果它还在。我们给了点骨头让

它吃，它飞快地摇着尾巴，一副很开心的

样子。它一直守在我们家门口，到了晚上

我去看它在不在，结果它还在，我就关门

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去看它，它还在。

我跑去跟爸爸妈妈说：“我想收养

它！”爸爸一副为难的样子，妈妈动了心，

可最后我们还是没有收养它。

以后每当我看见流浪的小狗，我就会

想起它。

《我想养一只小狗》 妈妈 / 文静然

吃过饭，我和儿子一起去放风筝。路

边有一条小狗，我们不经意地看了两眼，

谁知它竟跟着我们走了起来。我们走得慢，

因为儿子老有问题问我。有些我答得出来。

答不出来的，儿子就让我查百度。我们数

次站在路边的树下看手机，那狗就停在

前面的另一棵树下等我们。它站立的姿势

有些特别，一条腿耷拉着，应该是骨头断

了。另外的三条腿也很细，却使劲地抓着

地面，一副随时准备起步的样子。它生怕

跟不上我们，一跛一跛地尽量冲到我们前

面。又担心被我们甩掉，等我们走到它的

面前，它就使劲摇着那根又瘦又脏的小

尾巴讨好地蹭到我们脚后跟。

我们走走停停，一路上它都跟着。

距离我们家不到一千米的地方有一块

很大的草坪。我们住宅的这一片据说早年

是一片原始森林，因而这

个草坪看上去也就野趣十

足，有坡有坎，有湖有桥。

我坐在湖边看儿子放风

筝，他起劲地跑，并不时

高声喊着：“妈妈，你看我，

你看我……”我自然看不

够，就拿出相机来拍，那

狗也兴奋地跟着跑来跑

去，好多次它都跑进了我

的镜头里。

儿子跑累了，我们一

起靠着湖边的栏杆喝

老师您好，我儿子今年12岁，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攀比”的毛病。五一

期间，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玩，朋友儿子脚上穿的是价值 1000多元的耐克运动

鞋，身上的外套也是进口的，我当时也没多留意，没想到一回家，孩子就跟我说：

“爸爸，这学期期中考试要是进了班里前 30 名了，能不能给点奖励？”我心里面

还暗自窃喜，这孩子有上进心了，想着成绩提高，就顺口说：“行！”他顿时松了

一口气，说：“谢谢爸爸，到时候给我买一双 2000多元的新款耐克运动鞋吧！我

们班同学好几个都穿了。”

还有一次，开完家长会我开车回来，我儿子就在车上跟我说，“爸爸，我们能

不能买辆宝马”？我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他们同学家都是开名牌车的，就我

们家没有。后来我还发现，儿子跟玩得好的小伙伴经常讨论都是谁家有什么没什么。

照这样发展下去，他成天比吃比喝比排场，就是不比学习成绩，可怎么了得啊……

壮壮爸爸不要焦虑，12 岁的孩子

有攀比的心理，其实是比较正常的。

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

个喜欢和同学比较的过程，跟朋友交

往也要争个你强我弱的年龄阶段。这

是因为争强斗胜是人类的天性，孩子

对于这种天性更是毫不遮掩。所以，

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有的玩具，他也

必须要有，其他的孩子，有的名牌衣

服他也想要。

孩子有一些小小的好胜心，也并不

完全是坏事，通过家长、老师正确的引

导，可以化为他们成长当中的动力，所

以，我们可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问题。

孩子在成长中还有一个特点，他们

在某个年龄阶段比较喜欢表现自己。希

望通过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玩具、文具、

电子产品等，博得周围同学、老师和朋

友们对他的关注，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喜欢显摆。这其实是孩子的自我意

识增强后，他在观察和比较中寻找自己

在群体中的位置。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孩子攀

比过了头，处处想比别人强，那就要进

行引导纠正了。家长不妨和孩子谈谈心，

知道孩子为什么要攀比，攀比的乐趣在于

什么等等，弄清了这些问题后，再去彻底

纠正孩子爱攀比的习惯就好办得多。

家长也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引

导教育，帮助消除孩子过强的攀比心。

是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尺有所长，

寸有所短，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找到孩

子的优点和亮点，并且多表扬和鼓励

孩子，让孩子从小就有认识自我，正确

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点和缺点。

比如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当他看

到小朋友有一个新玩具，就找妈妈哭闹

着非要有同样的玩具时，妈妈先不要粗

暴斥责，不妨先直接表示赞同或者共情，

这样可以让孩子停止哭闹，愿意听你的

话，然后和他一起探讨为什么要有同样

的玩具，我们家的新玩具有什么优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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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辣

妈联萌”版特开辟《辣妈研习院》栏目。邀请资深亲子专

家来为爸爸妈妈们解答育儿中的烦恼和难题。

辣妈研习院

编
者
按

特点，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也引导孩

子主动去思考，不容易产生挫败感。当

孩子觉得自己的玩具也不错时，他开始

对自己有了自信，也就不会再强求要有

和别人一样的玩具了。

另外，我们平时跟孩子相处、或

者教育他们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方式

方法，只讲孩子的对或者不对，好或

者不好的地方，而尽量地避免跟别人

家的孩子去比较。比如，有一次我去

讲学，一个女孩对我说，她对妈妈

最大的不满，就是她妈妈最喜欢拿

她跟别的同学比较。她说，如果她

考了班上的第一名，她妈妈也许就会

拿她跟全校的第一名去比，如果她

拿了全校第一名，可能要拿她跟更强

的对手比。所以，她后来对成绩就

无所谓了，反正怎么样努力妈妈对她

都是不满意的。可以看出，这种教育

方式使孩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心理，

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

还有一点是，我建议家长多陪孩子

读书和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孩

子只有见多识广以后才会有大的格局和

胸怀，才会有家国情怀，才会主动地去

关爱家人和身边的人。一个有家国情

怀的孩子，是不会老把眼光盯着谁有什

么好的玩具，去攀比谁有什么名牌书包

和衣服的。

主要作品有《花过
无影》《九畹》等，
副编审，“湖南省
书报刊编校质量
检测认定专家委
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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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那狗不远不近地抬头看着我们。

我用瓶盖倒了一点水放在它面前，它伸出

舌头，很小心地舔，接着又在地上打滚

给我们看。我和儿子都很开心，就都说

它是一条聪明的狗狗。

该回家了。跟来的时候一样，那狗又

一路跟着，我几次停下来想赶它走，可

一看到那条耷拉着的跛腿，就不忍心。

到了家门口，我们换鞋、进门。它踟蹰着，

一条腿也蹭到了门边。“妈妈，让它进来

吧！”儿子说。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

将它关在了门外。

儿子开始练琴，可他一点也不专心，

眼睛不时地瞟向落地玻璃窗外。顺着他

眼睛的方向，我看到那条狗还在 .后来我

们看电视、吃饭，它都在外面不停地跳

来跳去。我只好找了两只旧碗，一碗装骨

头，水一碗，让儿子端去给它吃。

这条狗在门口待了整整一晚。

早上推开门，第一眼我就看到它。像

极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它仰着头看着我，

眼睛里满满都是恐慌和乞求。与昨天相

比，它似乎更脏了，而且它可真丑啊！然

而，我的心中却泛滥起一种柔软的东西，

我开始同情它，并设想着收留它。儿子

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旁嚷道：“妈妈，

我们收养它吧！”

孩他爸一脸为难。

一家人关着门开始讨论。

忽然，我的手机响了，是邻居打来的:

“我看见你们家的狗出去了……”

门口只有两只空空的碗——我们打开

门，三个人六只眼睛都盯着这两只碗——

它吃得那么干净，不止是碗里，就是地下

也没有一星半点残渣。唉！这是一条多么

有教养的小狗啊。

这事发生在今年春季。那天春浓香

暖，邻居家园子里的一株蔷薇正拖曳着

长长的枝条朝着我们家怒放，而我们家

园子里的花儿们也在装饰着别人家的窗

户。“人类应该互为风景”——这样的生

活该是完美的，如果还有一条狗儿陪伴！

我却不能收养那条狗儿，因为它不

仅仅是一条狗儿，它是一个生命。收养，

意味着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负责。我不

能够对它负责，无论时间、精力，乃至心

情，我都不能够分出一部分给它。

从此我欠儿子一个完美的童年，因

为孩子天生都是爱狗爱动物的。

欢迎关注凤网辣妈联萌微信公众号（ID 搜索 fengonemama 或扫描上面二
维码），给我们留言、投稿和交流，让我们一起在育儿的路上升级打怪……

穿名牌鞋坐宝马车，12 岁儿子爱攀比咋整
倾诉：壮壮爸爸

孩子有攀比心也不完全是坏事

我和儿子一起写关于“小 狗”
的同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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