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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心理的发展特点来看，嫉

妒是人的一种原始情绪，每个人都会

有，孩子好胜心强，希望自己能够超

过别人，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有些孩子见不得别人超越

自己，产生嫉妒与愤恨情绪后，甚至

会采取一些不当的方式来发泄，这就

要先寻找背后的原因，再想办法引导了。   

现在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从小

到大被大人宠着哄着，容易变得唯我

独尊、自负自大。嫉妒心强说明孩子

缺乏对自我正确认知，倾向把自己不

足的一面和别人的强项对比，才会有

心里“酸溜溜”难受的感觉。

孩子因嫉妒而行为失常，实际上

也是他需要宣泄，需要被理解的时

候。因此，家长说话时要多考虑孩

子的感受。

比如说，哆哆在小朋友面前背诗歌

卡壳了，孩子内心也是很难受的，这时

妈妈就应该及时进行安抚，帮她向大

家陈述事实，肯定她平时的表现，或

者请求再给她一次表现的机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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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互动类栏目

亲子专家：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妈手记慧

慧妈简介 >>

最近，网上一个视频引起了很多人

愤慨。视频里，三个女孩跪在地上，父

亲拿着衣架使劲地抽打她们。

三个孩子被打得一边哭喊一边求

饶，视频里还不断传来父亲抽打时啪啪

作响的声音，真是隔着屏幕都替女孩痛

得慌，此时此刻，她们内心的绝望、恐

惧可想而知。

“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都是流传甚广

的一些育儿老话，四大名著《红楼梦》

里也描述过贾宝玉的父亲贾政一见到宝

玉非骂即打，有时甚至打个半死的场景。

但到了现代社会，在提倡爱的家庭

教育的今天，如此“棍棒教育”实在让

人大跌眼镜，一个成年人对三个孩子如

此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这不是教育，

这是施暴。

关于“棍棒教育”的方式从古至今

都有讨论，即便是在古代，也并非推崇

对儿女的管教就是一味的打骂。

汉代《韩诗外传》第七卷里就有这

样的文字：“冠子不詈 , 髦子不笞 , 听其

微谏 , 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大

白话就是，子女已经到成人的年龄，父

母就不能靠体罚责骂；子女还是幼童的

时候．父母就不能鞭打或杖击。这就是

为父之道、教子之方。

一味的棍棒教育对孩子的一生会造

成什么样的影响，著名的诗人、散文家

聂绀弩在他的《怎么做母亲》里，用文

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值得每个人深思。

他的母亲没上班，是典型的“全职

太太”，生活单调，无所事事，穷极无聊，

是一个“打牌党”。他详细描述说：“她一

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头也

不回，反手一耳光。输了钱，自然正好出

气；奇怪的是，就是赢了也是这样。”

有一次，母亲扯着他的耳朵，从里

屋扯到堂屋，要他跪下，手里拿着一根

鸡毛帚。凶狠地说她放在桌子上的两个

铜板不见了，非逼着年幼的聂绀弩承认

偷了不可。

聂绀弩在文章中无奈又无助地说：

“我既无法分辨，就只好耸起脑袋、脊

梁和屁股挨打，母亲也真是一个青天大

老爷，她从来不含糊地打一顿了事，一

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钱该打，不算；

撒谎该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认是

我偷了，并且是买什幺东西吃了，头穿

底落，这才罢休。不用说，这都是完全

的谎话。”

那样大搞“逼供”的结果是什幺呢？

作者说：“记得很清楚，从那次起，我

知道了两件事：一、钱是可以偷的；二、

人是可以撒谎的。”

挨打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什么？聂绀

弩说：“我从小就很孤僻，不爱和人来

往，在热闹场中过不。这是鸡毛帚教

6 岁女儿嫉妒心强，见不得别人好咋办

她化解不良的情绪。

孩子的情感是脆弱的，成人稍不

注意就会使孩子的积极情感变为消

极情感。比如，许多家长习惯这样指

责孩子：人家考试又得多少分，你

才拿了几分；人家每天自己把屋子收

拾得干干净净，你又怎样？如果每次

都拿孩子的缺点去跟比他优秀的孩

子比较，他就更加容易产生嫉妒心，

仇视比自己优秀的孩子，也会让孩子

觉得妈妈爱别人，不再爱自己，使孩

子的情感受挫。所以，家长一定要

特别注意避免把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

孩子进行比较。

家长在表扬孩子的时候，我建

议要表扬各个孩子的不同之处，让

孩子们都能在家长的表扬中找到自己

的优点，并看到自己的缺点而加以

改进。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表扬过分，

这会使孩子产生骄傲情绪，以为只有

自己好，别人都不如自己，进而看不

起别人，甚至当说别人好没说他好

时，他就接受不了，于是产生嫉妒。 

所以，父母在平时教育的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很多父母不

能接受孩子的嫉妒心，常常给他贴上

“小气”“自私”“心胸狭窄”等标签，

并由此作为批评孩子的理由。

其实，很多行为只是一种情绪的

反应，所以重要的不是看行为表现，

而是要寻找背后的原因。明白原因有

什么好处呢？那就是可以充分地、真

正地理解孩子，避免错误的教育方

式，学会运用正确、智慧的方法来

化解、引导，那么，嫉妒也就销声

匿迹了。

王建平：孩子爱嫉妒，或缺乏自我正确认知

育的结果。我小时候总以为别人都是

有母亲疼爱的孩子，他们不了解我的苦

楚；我也不愿意钻进他们幸福者群的圈

子里去。

鸡毛帚教育的另一结果，是我无论

对于什么人都缺乏热情，也缺乏对于热

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对人生抱着强烈

的悲观，感到人与人之间，总是冷酷的，

连母亲对于儿子也只有一根鸡毛帚，何

况别人。

此外，鸡毛帚教育的结果，是我

的怯懦、畏缩、自我否定。从小我就

觉得人生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罪犯，

随时都会有惩戒落在头上……曾有过

许多事业的机会，都由于我的孤僻，

无助，怯懦而失掉了。自己无出息不

在话下，不也有许多是母亲的鸡毛帚

的功劳么 ?”  

聂绀弩总结出的这三条挨打的后

果，现在看来也是真实可信的。不论是

过去经常挨打的孩子，还是今天经常挨

打的孩子，他们的感受会是相通的，在

心理上留下的伤痕也是一样的。

虽然知道，在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

家庭角落里，有些父母把孩子当做自己

的私有物品一样，可以任意打骂。但当

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面对这个深刻的

记忆，是否可以释怀？

难道就没有比打骂孩子更好的教育

方式吗？有！钟南山就是最好的一个例

子。

钟南山小时候也特别调皮，读小学

的时候，他把母亲给他的午餐费偷偷拿

去买东西吃了。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

被母亲知道，并且母亲很快又把事情告

诉了钟南山的父亲。

在钟南山的心里，父亲一向严肃。

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心想恐怕逃不过一

顿打了。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父亲只是

问了他一句：“南山，你想一想，像这

样的事应该怎么办？”

父亲的话让钟南山懊悔不已，并且

认识到了自己问题的所在。

他后来面对镜头时说：“这个感觉

比他打我一顿，对我刺激更大。”

一个人只有当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才会认真改正。但是打骂往往只

会让孩子产生恐惧，而难以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

打骂教育，是家长最懒惰最无能

的教育方式。他们除了暴力之外，就

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引导孩子了。养

育一个孩子，并不是简单粗暴的打骂

就能可以了，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爱

心的事情。

孩子犯错的时候，就是最考验一个

家长对孩子的爱的时候。这份爱，并不

是“打你是为你好”的爱，而是一份需

要温柔、需要理解、需要智慧的爱。

“棍棒教育”下的孩子长大会怎样

倾诉：哆哆妈妈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对女

儿哆哆感到很忧心的事。女儿和几

个小朋友一起玩儿，一位家长提议

让每个孩子背诵一首拿手的诗歌。

几个小朋友都很积极地参加。哆哆

一开始也表现积极，但背诵的时候

可能过于激动，她背到一半就卡壳

了。当其他小朋友都完整地背诵完，

家长们鼓掌时，哆哆突然生气了，

还故意把旁边的一个小朋友撞倒，

然后跑了出去。我见状赶紧把那个

小朋友扶起来，并严厉地批评了哆

哆。哆哆噘着嘴还嘤嘤地哭了起来。

之前，我也听老师说，哆哆常

会在幼儿园或者游乐园里面故意损

坏其他小朋友的玩具、衣物等东西，

当老师在她面前表扬其他小朋友

时，她会心里很不开心，而且会找

机会故意攻击受表扬的小朋友。我

真是不知道，她怎么小小年纪就有

这么强的嫉妒心，很担心，长期以

往对她的性格养成会很不利。

李馨
小学老师。曾留学韩国，热爱旅行写作，如今坐标

湖南益阳。家有可爱的萌宝女儿 4 岁。

不管对于学生还是自己的孩子，我的教育理念都是

“你就是你，你该有你欢喜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