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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思远妈妈  
我们家住在一个小县城，孩子 5 年级后为了让他考个好点的中学，周末和暑

假我都会带他到长沙来上培训班。培训班的孩子大部分是省城的，穿着打扮明

显都比我们家要强。时间长了，就总听他说，“谁家的爸爸是董事长，他们家多

有钱”“谁又出国去参加比赛了”“某某同学请客，包里带了好多好多钱”，还经

常羡慕他们上的学校比县城好，经常有各种社团活动等等，抱怨自己家怎么在

小县城……我听了之后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带他来省城上培训班，已经是倾

尽全力了，他却还跟同学攀比。同时，我又很着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

三观还没完全确立的时期，我担心他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心态会愈加不平

衡，价值观也会出现偏差。但是，我现在光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好像又

不能说服孩子，我该给他换班吗？

对于思远妈妈的问题，我觉得事

情并没有她想像得那么严重。12岁的

孩子还处于心智发展期，三观的养成

还可以慢慢培养，家长不必过分担忧。

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只是他特别缺乏

自信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

会上的确会有一些浮躁的气息，孩子耳

濡目染，或多或少会对他们的成长造

成一些干扰和影响。家长发现后，千

万不要否定他们的感受，硬性地让

孩子去认同你的观点。在交流沟通

时，不妨问孩子几个横向纵向比较的

问题，引导他去思考。比如，你们来

自小县城，父母陪着到省城上培训班，

既要付出财力，又要牺牲休息时间，

他身边的同学当中，有几个能有这样

的机会？有几个能有这样的条件？让

他换位去思考。

然后，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多讲讲父

母自己的成长故事。很多家长都是从

农村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不懈奋斗之

后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每

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为社会创造的价

值也不一样，比如有的同学的爸爸选

择了做生意，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

务，自己也收获了金钱；有的同学的

妈妈选择了当老师，为社会培养了一

批批优秀的人才，自己也收获了尊重与

爱戴，无论选择哪种职业，他们都是

富有的。这样可以让孩子去思考社会分

工的意义，人生价值的不同，打开他的

思路，他就不会一味盲目地只跟其他

的孩子去攀比物质的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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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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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要告诉孩子知识改变

命运，我们要通过自己刻苦努力的学

习，来争取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寄托于别人的生活和希望都是不自由、

不切实际的，别人家的金钱和财富都

是他的父母创造的，而你想过什么样

的生活，是可以自己去争取和打造的。

我们要比谁的综合素质高，谁的文化

成绩好，以后到了社会上，才不怕没

有立足之地。

如果有条件，在寒暑假我们还可

以带孩子到偏远的山区，到一些特别

贫困的农民家里去锻炼一下，让他去

接触不同的生活环境，看看其他的同

龄人是如何艰难求学的，这种体验式

的教育大过于任何说教，也会让孩子

的心灵产生真正的触动，他才会明白

父母的良苦用心，懂得要珍惜当下的

幸福生活。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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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总羡慕同学家有钱，
我该为他换班吗

亲子专家：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妈手记慧

孩子爱“作秀”，就让他“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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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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作家文静然

我发现一个关于儿子人品培养的问

题。

他给爷爷按摩，92 岁的爷爷已经

谁也不认识了，却也知道按摩是怎么一

回事。爷爷闭上眼睛，微笑着做享受状，

孙子的小手刚刚往他的肩膀上一搭，他

就配合地叫了一声好，只可惜余音未了，

孙子就已经跑了，前后加起来不到两分

钟。爷爷并不计较，又叫了几声好，旁

边一干亲戚也跟着叫了几声好，各种表

扬的声音在屋子里萦绕回旋，仿佛他做

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更为关键的

是，孩他爸将这事上升为儿子对爷爷

的孝，其陶醉的表情很是让我有些看

不懂。

我和孩他爸就这事展开了讨论，记

录如下：

我：“我不反对儿子给爷爷按摩，

可是他得好好按，认真地按，像他那样

惺惺作态那叫虚伪。”

孩他爸：“小孩子哪懂得什么叫虚

伪？你教他虚伪，他才学习虚伪；你教

他孝，他就学习孝。”

我：“可是他能不能时间长一点？走

心一点？”

孩他爸：“慢慢来，有办法，有办法。”

“有办法”几乎成了孩他爸的口头禅，

遇到儿子的任何问题他都是这一句。我

是信他的，也只能信他。让我不明白的

是：这样浮夸的行为怎么跟“孝”扯在

一起？孩他爸用什么办法让“孝”在孩

子身上生长，并不断生长累积，直至学

达性天，孝感天下？

近日，孩他爸感觉很幸福。

“我们每天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饭，

吃完儿子说：‘爸爸，我帮你洗碗。’然

后他就去洗碗，洗得很干净。回到家里，

儿子又说：‘爸爸，我帮你脱鞋。’然后

就蹲下来帮我脱鞋，脱下来的鞋子放得

整整齐齐的。”

孩他爸一边说我一边脑补了他所说

的每一个场景，同时与古人扇枕温席、

卧冰求鲤等故事快速链接。完了以后我

向孩他爸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儿子从

来不如此这般对待我这个老母亲？是他

不够爱我呢还是不够爱我呢？

根据儿子所有的表现，我们进行

了大数据分析，结论是：儿子的“孝”

之所以都还停留在“作秀”的层面，

是因为他并没有将行为内化为一种习

惯。

关于习惯，有一个“21 天习惯养成

周期”的说法，还有一个“万小时

定律”。无论以天计还是以小时计，

总之，习惯是需要时间培养的，而

习惯养成的本质是某种行为形成了

程序性记忆。

养成一个习惯究竟需要多久？

“21 天习惯养成周期”告诉我们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 1—7天，

为改变期；第二阶段第 8—14天，

为要求期；第三阶段第 15—21 天，

为稳定期。进入稳定期的人已经不

必刻意要求自己，习惯成自然。真

的是这样吗？如果习惯是通过图表

或公式可以解决，还要养什么养？

“养，供养也。”——依据《说文》

的解释，是不是应该像信徒礼佛那

样虔诚供奉日日修养？

再说“万小时定律”，其本质是

通过机械的重复的刻意的练习以达

到熟能生巧，是技巧的养成，如果

一定要和“习惯”牵扯，那叫“习

惯某物”，与“形成某习惯”是两

个概念。

倒是古人说得好。

战国时的魏国国君安厘王问孔

子后人孔斌：“当今天下，谁可算得

上真正的志行高洁之士？”孔斌答：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如果退

而求其次，鲁仲连勉强能算一个。”

安厘王不屑道：“鲁仲连是强迫自

己这样做的，而不是本性的自然流

露。”孔斌于是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

意思是说：人都是强迫自己去做一

些事情的。假如不停地这样做下去，

就会成为君子。始终不变地这样做，

习惯与本性渐渐地融合为一体，那

么就成为自然了。

此典载于《资治通鉴》。其实，

汉魏时代的《孔丛子》已有相关

记载。不过，《孔丛子》所记孔斌

的话，在“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后还多了一句：“文武欲作尧舜而

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

至焉。”意思是：文王、武王想效

法尧舜，就真的达到了尧舜的境

界；以前我的先祖孔夫子也想效

法文王、武王，就真的达到了文

王、武王的境界。司马光删了这

句，或许是出于儒家的“尊孔”立

场——后世儒者认为，尧舜、文

武、孔子是圣人，其言行事迹都

出于“自然”之性，无需经过后天

“作之”而成。鲁仲连者，君子也，

所以温公不将他与一干圣人类比。

也就是说，圣人乃天成，而君子

是可以通过修炼而养成的。

联系我儿“孝”的行为，那些

昨天在我看来的“惺惺作态”，只要

他不停地“作”，何尝不能成为一

个动人的君子？

不妨换个环境，带孩子去吃吃生活的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