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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手记慧

在学校门口，儿子紧紧地抱着

我的腿不肯松手，“妈妈，让我再跟

你呆会吧！”是的，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和孩子在

一起了，更要命的是，再过几小时，

我就要飞到别的城市去了……铃声

响起！“儿子，你应该去上课了，

我等你。”我弯腰温言向儿子保证：

他上完课一出来就能看见我，我们

还可以一起吃个午饭，完了我再去

机场。儿子却将我抱得更紧了，同

时抬头，用祈求并哀伤的眼神望着

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慌乱中，

我看见班主任刘老师朝我们走来。

“走，跟我上课去！”刘老师的

声音温和而坚定。

“刘老师，让我跟妈妈再呆一会

嘛！我求你了。”

“好！我再给你一分钟跟妈妈告

别，我等你！”刘老师说着站到了

一边。

 我抱了抱儿子，他的眼泪流了

下来。“妈妈，我要妈妈！”

“妈妈在这儿等你，我保证！”

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刘老师

走了过来，她朝儿子伸出了一只手，

“走！”

“不！我还要跟妈妈呆会。”

刘老师的眼睛望着我，她是一

个年轻而清瘦的女老师，然而却有

着不容低估的力量。我感受到这股

力量，推开儿子道：“你马上跟刘老

师去上课，妈妈就在这儿等你。你

不去，我立马就走！”……

我立马就走了！路上刘老师给

我发来语音信息说为我点赞并告诉

我，儿子起初并不相信我真的会走，

及至进了教室还在不停地回头张望。

他后来的表现却都很正常——上课、

下课、吃饭、和同学玩……

这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天，可那

天的发生的这一幕却如在眼前。我

记得我是用了很大的力将儿子推开

的，然后拔腿就走，等我回头的时候，

我看到儿子倒在地上，而我的心是

平静的。

我们该如何面对孩子的纠缠？

为人父母，我们每天要面对孩

子的各种纠缠，吃喝拉撒写作业，

以及小别离等等，都可以是他们纠

缠的点。我们应付、解释、哄劝，

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孩子，不要触

碰我们的底线！然而，孩子却不知

道什么是底线，他们只一味地寻找

倾诉：大为妈妈    
老师，您好！

我儿子大为现在上小学二年级。

学习成绩不错，属于在家强势，在学

校却什么都不敢说的那种性格。我儿

子原本和另外三个男孩关系很好，有

时老师还会叫他们一起帮忙干一些

活。但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

他们的关系出现了状况。事情的起因

是儿子和三个同学一起帮老师分发作

业本，结果发现少了几本。另外三个

男孩都认为是我儿子弄丢的，虽然后

来老师在课桌下找到了那几个本子，

但老师还是批评了他们四本人。从这

以后，那三个男孩就不跟我儿子玩了，

甚至还会找一些些小细节嘲笑我儿

子。我知道后，让儿子主动跟同学们

去解释并重新交朋友，但儿子觉得自

己没有错却被同学孤立，他很不好受，

有点不想上学。我不知道该怎么宽慰

孩子，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孩子处理好

这个关系？

孩子在学校里交不到朋友，或者

说被朋友孤立，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

是非常可怕的。与被同学打这一类的

显性校园暴力比起来，被同学孤立是

属于隐形的校园欺凌，我们也可以称

之为关系的欺凌。 虽然这种欺凌从

表面上来看，孩子们之间只是不再有

互动，相互不理睬。但对于被孤立的

孩子来说，他可能像走进了情感的沙

漠，有一种被关进小黑屋的恐惧感。

那么当孩子遭遇这种情况，家长

该怎么做呢？我的建议呢，家长首先

应该先听听孩子怎么说，了解这个事

情的真实的状况，然后安抚好孩子的

情绪，可以告诉孩子，很多人都会面

临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坏事情，而且

你会站在他身边，支持他，帮助他解

决这个困境。

但像大为妈妈这样，在是非黑白

还没弄清楚前，就忙于让孩子去跟

对方做解释或者道歉我是不太赞同

的，这样只会让孩子更委屈，让他

更想逃避。

安抚好孩子之后，家长不妨和孩

子一起分析他被孤立的原因，并和孩

子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孩

子被孤立，是因为特立独行的个性或

者智力特别超前，那么可以就让他适

当低调一点；如果是因为某些不良行

为习惯，比如说不讲卫生，自我为中

心等，那就帮助孩子改正；如果孩子

被孤立，是因为胆小内向，平时家长

可以多肯定孩子，让他变得自信开朗

一些。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一直关

注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及时掌握最新

的情况。

以上这些自我调整，如果依然不

奏效，家长就要出手干预了。比如像

大为的这三个同学，可能当中就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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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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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孩子王，我们就找这个孩子王

的父母沟通一番，毕竟孩子才上二

年级，大多数孩子还是会听父母话

的，让对方家长和自己孩子聊聊，

我觉得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家长还可以及时跟老师沟通，

现在的班级，一般人数都比较多，

有时候孩子们的一些异常状况，老

师一时难以察觉，尤其是这种关系

欺凌，更加难以被发现。所以，遇

到这样情况，不妨请求老师来协助。

像大为分发作业本这件事，如果不

是大为的错，老师公开说明情况或

许就能帮大为解除误会，重新获得

小伙伴们的接纳。

如果通过种种努力都没有办法

解决孩子被孤立情况的话，我们才

可以考虑让孩子调换班级或者转学。

孩子被孤立，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经

历。如果处理得当，会让孩子增强

面对困境的信心。所以，家长在引导、

处理这类情况的过程中，要回归孩

子本身，“陪”孩子慢慢解决问题，

而不是大包大揽“替”孩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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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我们的情绪是有缝隙

的，极度的疲惫、生气、无奈或

者崩溃时，我们往往也会选择

妥协，向孩子妥协；父亲和母

亲之间是有缝隙的，意见不一

致，情绪有高低；还有更多更

复杂的与孩子相关联的亲属之

间，都是有缝隙的。一次、两次、

三次……不用多了，一次足矣！

孩子多聪明啊，有了一次这样

的妥协，我们所谓的底线不过

是孩子鼻涕眼泪加撒泼打滚就

可以攻破的虚线。我们只好收

拾收拾心情并自我安慰：孩子

还小，大点就好了！

说着说着孩子就大了，好点

了吗？没有！甚至更不好了。可

我们还在说“大点就好了！”多

大不还是我们的孩子，这就叫

惯。惯着惯着孩子就坏了，直到

我们惯不动了，无能为力了。

中国人信奉“天下无不是的

父母”，而与刘老师交谈，她的

观点是：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

有不会教的老师和父母。

刘宇昕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

毕业的高材生，热爱教育，性情

纯良，她告诉我：“面对孩子的

各种纠缠，我们要温和地坚定，

坚定比严厉要有力量。”刘老师

说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

不发脾气，而意志坚定。“我是

不敢离家出走的，因为我知道一

旦我有这样的行为，我的母亲一

定不会找我。”刘老师说这话的

时候，我的眼前浮现的是我的一

个朋友为她不断失踪的孩子而

不断寻找的画面。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孩子为什么会离家出走？而且

一而再，再而三。也许源自孩子

的一个冰激凌、一只气球、一部

动画片，或者其他。在孩子的心

里，他或她是有求必应的，为了

达到目的，他或她从最初的鼻涕

眼泪撒泼打滚直至发展到离家

出走。我们为什么不在孩子第

一次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就制

止？温和而坚定地制止。 

很多家长都会说谈何容易！

孩子的每一次吵闹不亚于一场

地震，如何扶大厦之将倾，挽狂

澜之既倒？拉倒吧！我敢肯定，

十岁以下小孩的吵闹最多相当

于一场 2.5 级以下的地震，震感

不强烈，权且玩玩防震游戏——

带孩子一起躲在桌子下，你低着

头，他也低着头；你弯着腰，他

也弯着腰。这时你们的心开始平

静，情绪平稳，地震结束！真到

孩子大了，十几岁、二十几岁，

甚至更大，动不动就来个五级

以上的地震，比如离家出走什么

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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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被冤枉后又被同学孤立该怎么办？

孩子被孤立，要“陪”他而不是“替”他解决问题

孩子撒泼打滚时，
你守得住底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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