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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说，用

监控的方法来督促孩子写作业，我个

人认为不值得提倡。年纪小的，不懂

得监控是什么的孩子也许稍微好点；

年龄大的，尤其是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对自我的空间要求会不断提高，此时

再以关心或监督学习的名义，不顾孩

子的意见来安装监控，一是不利于家

长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培养。父母的这

种监控行为，表面是为了孩子好，实

则是对孩子极度地不信任，最终会撕

裂亲子感情。

另外，久而久之还会让孩子逐渐

失去自制能力。一直有人监督着，孩

子习以为常后形成依赖心理，自主学

习能力就变弱了。而且这些外在手段

管得了一时，但管不了一世，孩子学习

自律需要有内驱力，没有内驱力的孩

子一旦逃离了父母的控制，可能会变

本加厉或自暴自弃。所以，不建议这

样做。

那么，孩子不自律到底该怎么办

呢？我的建议一是要多进行沟通，比

如孩子想看电视自然是可以的，但是

要规定好时间，并且事先和他们说好，

哪个时间段是可以看，并且可以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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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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时间一到就不能看了，该去做

应该做的事情了。  

当然孩子可能会耍赖，想要多

看一会，这时候也不用去责备他们，

玩也是他们天性的一种，就直接跟

他们说好，违约的话可以，但是要

付出一点代价，接受一点惩罚，比

如说减少以后玩的时间，或者是下

一次可以玩耍的时间，这样他们就

会意识到自律这件事情，并且为了

以后不受到惩罚而慢慢地培养起自

己的自律性。

自律还有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克

制，孩子想要什么，马上就去满足

他们什么，一直去满足他们，他们

就不会感受到克制这件事情，当然

他们的那些欲望也不是说不满足，

可以满足，但是要采取一些方式，

比如说满足他们的要求要延迟，让

他们有意识的去克制自己的欲望，

当他们达到了要求，还可以适当地

给予奖励。

此外，尽量从小就培养孩子自

主学习的意愿和兴趣，可以有意识

地为孩子安排相关的学习任务，在

完成时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奖励；完

不成时，家长也不要生气，耐心了

解完不成的原因，是否任务过多，

或是孩子无法专注，具体问题具体

对待解决。

同时，家长在家里也要做好榜

样，不要在孩子面前老玩手机看

电视，而是看看书或者做做家务，

在家里营造出学习氛围，带动孩子

共同学习。孩子的一切都是父母

给的，孩子自律能力的培养和教

育不是靠一个监控器就能解决的，

更多的是父母们有效的陪伴和情

感的付出。 

王建平：有效陪伴和情感付出比监控更重要 

长沙人，曾在《黄金时代》、《年轻人》和《知音》三家杂志社从

事编辑工作 16 年，现居长沙，自由写作。 

“我是一个经常被孩子带领着疯玩的妈妈！”

倾诉：嘉豪妈妈

我家孩子 8 岁，一直不自觉。

不喜欢做作业，喜欢看电视。今

年暑假期间，白天没人管他，因

为担心他从早到晚看电视，我就

买了个监控器，要求他按规定时

间做作业学习，远程监督他。

一开始，孩子有些不乐意，说

不想被监控。我就尊重他，但是

发现不行，只要我们不在家，他

看电视就没完没了。我只好又用

上了监控设备。没想到，当我在

外面用手机操作时，总是意外掉

线，等我回家一看，原来监控插

头早被他拔掉了。

我跟他沟通，想看电视可

以但得有时间限制，不准拔监

控设备插头。他答应得好好的，

但等我一上班去看监控，发现

他又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了。

我很失望，感觉对儿子已经失

去了信任。

孩子要往前走，妈妈得往后退

我坐过了站。本来要到北辰三角洲下，

结果一屁股坐到了长沙市开福区政府。

旁边坐着两个妈妈，她们的聊天内容

吸引了我。

A 妈妈：“志愿都填了这么久了，儿子

还在同学家打游击，不肯回家。没钱了就

找他爸要，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他是恨上

我了，恨我替他做主。”

B 妈妈：“你做了啥主？”

A 妈妈：“他要报哈工大，我给改成了

中南大学。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说我舍

得他飞那么远？！”

B 妈妈：“我家闺女当初要学建筑，你

说一个女孩子学这个像什么，我声不做气

不吐，最后一个小时改成了商务英语，她

气得一年没回家。”

A 妈妈：“后来怎么样？”

B 妈妈：“接受现实啊，还能反到哪里

去？现在毕业了混得也不错。”

A 妈妈：“当妈的还能害自己孩子吗？

肯定是哪个专业好找工作填哪个! 这些小

兔崽子哪里会想这么远，尽是想当然。”

B 妈妈：“是啊，填志愿这种事情要听

娃娃们的就吃老亏了。”

……

你听明白了吗？这两个妈妈聊到的，

是两个家庭关于子女志愿引发的权力斗

争，结局都是：妈妈赢了，孩子输了。

我同情那个想去东北的男孩，他应该

是感到窒息了，所以锁定离家最远的大学。

还有那个想读建筑专业的女孩，我想知

道，她曾经有过怎样的抗争，在知道胳膊拧

不过大腿之后，如何擦干眼泪，接受一个并

不喜欢的专业，并且熬过漫长的四年。

他们的力气，如果不用在对付自己的

妈妈上面，该有多好。

女儿桔子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妈妈，

你为我做过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我答：“把你生下来。”

她说：“这个除外。”

我想了一会，回答她：“我没有做什么，

我让你是你。”

这是一句她的年龄不能懂得的话。她

何时才能懂得？大约要等到她长大，见到

很多被妈妈改变得面目全非的孩子之后。

一年多前，我有幸采访了著名音乐人

李广平老师和他的太太林静老师，林老

师是钢琴家，育儿很厉害，在谈到爱女李

思琳的养育过程中，她讲到一个细节。思

琳10岁生日那天，林老师对她说：“思琳，

我从今天开始，把你交给你自己，你要学

会管理自己，你如何管理时间，什么时候

练琴什么时候学习，妈妈不再过问，你要

成为怎样的人，全部取决于你自己。”

放手后的思琳，最后考进了中央音乐

学院附中，并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

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写这篇采访稿时，桔子才上三年级，

孩子在家不爱学习，装监控器可行吗

汤馨敏

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的作业需要家长检

查和签字，这个检查过程让我非常痛苦。

因为我总是会发现一些错误，有些错得特

别简单，我会忍不住提高声音，责怪她，

而每当我责怪她，她就会生气，最后我们俩

都很不愉快。

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思考父母的管理质

量和孩子的主动性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并不

是父母管得越多孩子就越好，相反，如果父

母的性格和方法有问题，管得越多孩子越容

易厌学。我抄了林老师的作业，果断退出了

桔子的学习。我对桔子说：学习是你的责任，

你得靠自己完成，从现在开始你自己检查作

业，我只负责签字。

我说到做到，接下来那些日子，哪怕

她错得再多，我都闭着眼睛签字。

过了一段时间，我放手的好处开始显现。

首先，一度紧张的亲子关系变好了；其次，

她的作业失去了我这个“质检员”，以原生

态的方式直接向老师呈现，开始肯定是很

不“好看”的，为了使作业变“好看”，她

必须负起责来，自己跟自己“把关”，她在

检查过程中顺便消化了白天的知识，发现存

在的问题，在找我签字前悄无声息地解决

了这些问题。

桔子的成绩没有因为我的放手变差，

我又进一步放权，把跳舞、穿衣、饮食安

排这些事，也交给她管理。

随着我越来越放手，她变得越来越积

极主动。她每天都有自己的时间表，什么时

候学习，什么时候跳舞，什么时候玩，一

清二楚。

回忆桔子10岁前的养育过程，我做错

过很多事，唯一庆幸的是，在有些关键节

点上，我撤退得很及时。我一直怀着尊敬

和珍爱的心情来看待她的成长，就像天空，

始终留着白，等待云朵的表演。我重视她

的发声，要大过我的意愿。我相信她靠自

己的内力可以成长得很好，她真的就能做

到。

我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孩子要往前走，

妈妈得往后退。妈妈要把路给孩子留出来。

如果妈妈一直挡在前面，指手画脚告诉孩子

你必须如何如何，孩子烦都烦不过来，主

观能动性当然大打折扣——谁会要一个被

别人规划好的人生？光是想想就无趣得很。

很多妈妈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安。她们以

为都按自己的做，孩子就妥妥地赢。而事

实上并不见得。儿女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

成长。他们有自己的命运。

如果一个家庭的育儿故事里，只看得

见妈妈的欲望和动作，看不见孩子的意愿

和轮廓，我认为这育儿基本上是失败的。

妈妈应该老实地待在自己的跑道上，

去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窜到孩子

的跑道上，替他奔跑。

妈妈守规矩，孩子才能跑得远。

母退，才能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