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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经济社会，金钱与每一

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想让思想活

跃的孩子完全与金钱隔离那只是大

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了。

但现在有许多父母出于爱子心

切，仍然不愿让孩子过早了解生活

的艰辛，认为这会让孩子背上不必

要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影响他们的

健康成长。甚至有些家长即使家里

条件不好，也要“打肿脸充胖子”

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孩子一样高

消费。

我个人认为，在孩子太小的时

候还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在孩子

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力后，家长依然

“谈钱色变”，这会使孩子产生一种

错觉：生活中只有阳光，没有坎坷，

即使家里出现经济危机，也该是父

母操心的事，跟我无关。到最后，

家长会痛心地发现：孩子会缺乏跟

家人同甘共苦的心意。

就像郴州妈妈这位女儿，小小

年纪就养成“骄奢”的习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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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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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妈手记慧

杨澜育儿有“私心”我有启发
慧妈简介 >>

西贝

儿子“小拳头”现在是3 岁的小屁孩。

随着他慢慢长大，他开始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的总是与我们对着干，要他做

什么，他会磨磨蹭蹭，告诫他不能做什

么时，他却会故意的要尝试，似乎在试

探我们的反应。

这让我困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

什么小朋友慢慢长大时，会逐渐的不听

从家长的言语教导？难道才三岁的他，

就进入叛逆期了？后来，我读到了一

篇关于杨澜教育儿女的文章，

似乎找到了答案。

杨澜对儿女的教育，

有一句简单的观点：

可以不成功，但是不

能不成长。

由于工作缘故，

杨澜不能时刻陪在

孩子身边在儿子一岁

多的时候，杨澜第一

次比较长时间的到外地

出差，连续离开了儿子好

几天，回家时，杨澜发现儿

子脸上的表情特别有层次，先是

把脸转过去，憋了半天之后才委屈得哭

出了声，最后把杨澜自己的眼泪也带出来

了。从儿子的这个表情，杨澜意识到年

幼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于是下定决心

扔下所有工作，命令自己在家做了整整

一年的“全职妈妈”。

陪伴儿子是不容易的，后来又有了女

儿后，杨澜还是继续保持尽可能多的时

间陪伴孩子。为了多一点和孩子在一起的

时间，每次出差，她尽可能的安排儿女

到机场接送。回家后，再累再忙，也要

抽出时间和孩子交流，给他们讲故事，全

身心投入到他们的世界。

杨澜认为，让孩子对世界有真实的

感触，尽可能的在生活中体会到父母给

他的爱，孩子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真实

的情感。

在对待孩子的学习上，杨澜坚持用

随性的方式，从来不觉得做神童有什么

好，也不要求孩子哪方面必须要有特别

突出的成就。但她衷心的希望孩子做一

个快乐的人，也能给别人带去快乐。

在为儿子选择就读学校时，杨澜和

当下大多数父母很不一样。按条件，杨

澜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贵族学校、特色学

校，或更有利于学习外语的国际学校。

可是，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杨澜

都坚持为孩子选择普通的公立学校。她

说这是她的一个“私心”，就是想让孩子

接触到最真实的生活，也生活在最接近

社会现实的环境中，这样的成长环境对

孩子才是真实可靠和有益的。

并且，杨澜坚持不为孩子请家教，

也从不做任何校内功课的额外辅导，甚

至不要求他们的学习成绩一定要在班里

拔尖。但是，她为了让孩子们记得自己

是中国人，唯一给他们安排的补习班是

学习中国书法，这也不是为了考试，而是

为了让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渗透进血液

里。在杨澜的心里，认为中文比英文难

学，假如孩子从小没有一个中文写作环

境，就难以学好中文。因此，孩子小时

候需要重点补充的课程不是奥数，也不

是英文，而是如今许多父母忽视的中文。

在孩子的特长学习时，杨澜没有片

面的追求高大上的艺术，而是

尽可能的让孩子自己去“选

择”自己的擅长。刚

开始，她安排儿女

一起学习弹钢琴，

没想到，同在

一 个家 庭 里，

儿子和女儿的

情况却大相径

庭：儿子学了

不到一年便失去

了兴趣，打了退堂

鼓；女儿却丝毫没受

哥哥的“影响”，一开

始就迷上了钢琴，自己要求

多弹多练，完全不需要别人催促。儿子

后来喜欢画画、画卡通之类的，杨澜不

仅没有干涉，还用行动鼓励他，将儿子

的卡通画挂在了办公室，并向同事和朋

友介绍这是身为学生的儿子的作品。

在杨澜看来，孩子虽然是父母生出

来的，却不是为了父母而生活。孩子慢

慢长大，就会有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作为家长，最大的任务不是培养孩子成

为成功人士，而是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

和思维方式。一个妈妈，应该观察孩子

的潜在能力和才华，我们所做的，就是

为孩子打好基础，至于将来孩子做什么，

我们是无法设计的。语文、数学这些知

识老师可以教，但如何面对挫折、如何

面对嫉妒、如何更好的融入社会中的一

个个陌生的环境，这就需要妈妈去教他。

身心的健康是最起码的，也是最关键的。

这时我瞬间明白，我们奢求孩子成

长成材的同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字：真。

孩子的真，表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个

体。当他在觉得肚子饿时，不再是哭闹，

而是自己寻找吃食或者找父母要吃的时

候，表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并且逐

渐试图解决面对的问题。当他面对父母

的要求，不再只是简单顺从或者哭闹反

抗，而是开始有意识的试探的时候，表

明他已经有了寻求变化的意识。这个时

候，我们试图强加给他的意识，可能就

已经行不通了。

既然我们刻意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

孩子之上，效果会适得其反，还不如当

他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就让他去感受社

会的真实，让他去思考，我们稍加引导，

让他自己去发现世间的真善美，才是正

确的方向。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新湘评论》撰稿人。儿子“小拳头”

三岁半。“我们家是奶爸带娃，有招有料！”

12 2020年4月16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王蕾
E－mail：zhangqq@fengone.com 生活·辣妈联萌

因为疫情家庭经济下滑，该不该让孩子知道？
今年因为疫情很多行业都受到

了影响，不少企业甚至举步维艰，

受到波及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出

现了危机。

近日，一位郴州的妈妈刘女士

给我们留言说，他们家是开餐馆的，

在这场疫情中亏损巨大，只能靠节

衣缩食来度过难关。

但平时老公对女儿讲究“富养”。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闺女只

要你好好学习，要什么给什么，爸

就是有钱。”女儿从小知道家里有

钱后也产生了优越感。吃的玩的都

只选贵的买，还美名其曰：“贵的就

是好的。”

现在，家庭经济条件一下拮据

了很多，但女儿仍然想要什么就要

买什么，不给就发脾气哭闹，让刘

女士很为难。而丈夫却劝她说，先

别让孩子知道家里的经济压力，不

想因此影响孩子学习。那么，究竟

该不该让孩子感知家庭的经济压

力，让孩子在精神上一起分担家庭

的经济问题呢？

“贵的就是好的。”即便家庭条件不

能满足她的需求了，也要哭闹着逼

父母来满足。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很

多。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寒门逆子”，

我认为父母们是有一定责任的。孩

子们没有通过亲身的体验来了解父

母的钱挣得不易，也不知道家里真

实的经济状况，又怎么可能不出现

花钱大手大脚的现象呢？

所以，对孩子避讳谈钱的问题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家里的经

济状况如何，父母都应该让孩子有

所了解，并不是说要让孩子为钱操

心，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值

得花的钱，什么是不值得花的钱，

这是一种量力而行的消费习惯。

还有一点是，孩子的成长并不

仅仅只有学业和学习。认识世界，

认知社会，也是孩子长大成人的必

修课。所以，这次疫情冲击对全球

经济包括中国的影响，以及对家庭

和个人的影响，我觉得都可以跟孩

子一起了解并探讨，帮助他们建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等到孩子的年龄到了十几岁，

具备了较为理性的金钱观之后呢，

家长还可以跟孩子更深入的探讨一

些经济问题了。比如父母的收入水

平，家庭的财务状况，将来能够支

持孩子上大学的经济条件，以及父

母养老退休计划、将来潜在的经济

风险等等，都可以逐步的跟孩子讲

解说明，让孩子意识到，父母承担

了很多的压力和责任，作为儿女，

需要为父母分担，要培养起孩子应

有的责任感。

家长“谈钱色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 我们奢求孩子成长成材的同时，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字：真。

孩子的真，表明他是一个真实的个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