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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条让人悲伤的消息。

近日，浙江温州，一民房发生火灾，

起火时家中长辈因农忙外出，仅剩 11 岁的女

儿在家，因害怕父母责备，孩子情急之下喝下

农药。所幸的是，发现及时没有生命危险。

这不禁让我想起另外一条新闻。

某日凌晨，浙江杭州某小区 13 楼一住户

家中发生火灾，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却发现房间卧室里还睡着一个 13 岁的小女孩。

消防员及时扑灭了大火，起火的真相却让人又

惊又叹：原来小女孩为了取暖在床上放置了碳

晶发热板，结果到了一定的温度后没有关闭，

发现冒烟后怕被家长批评，孩子就关上了房门

到客厅继续睡觉，随后发热板引燃了床铺导致

了火灾。

这些事故中的孩子，都因为胆怯大人的批

评和惩罚，要么选择了死，要么选择掩耳盗铃

似的逃避。可见，在这些孩子的心中，父母的

批评指责也许比死亡更可怕。

2心理学家武志红把这种家长对孩子的

暴力（包括冷暴力）称为“家庭恐怖

主义”。

从心理学角度讲，父母粗暴高压的教育方

式，会导致本来性格倔强的孩子产生抵抗意识、

对立情绪，进而变得性情暴躁，行为粗野，甚

至形成攻击型人格。而性格内向的孩子，会对

父母产生恐惧心理，继而不敢接近。

在这种不良的绝对服从的环境下成长的孩

子，常常容易自卑、懦弱，进而形成猥琐、胆

小怕事的性格，对人对事往往惟命是从，精神

压抑，学习被动，这样的后果，将影响孩子的

整个人生。

还记得轰动一时的药家鑫事件吗？2010

年 10 月 20 日，21 岁的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

药家鑫驾驶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

返回市区途中，将骑电动车的路人张妙撞倒。

药家鑫害怕张妙记住车牌号找他麻烦，就

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

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

单从药家鑫的行为上看，他的所作所为不

像一个大学生，更像一个暴徒或恶魔。一个音

乐学院弹钢琴的才子之手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

人举起屠刀？从后来披露的新闻里可以看出，

他的悲剧背后有深层的家庭教育问题。

据药家鑫自己讲述：他从 4 岁开始练钢琴，

爸爸对他要求非常严厉，从不允许他出错。当

记者问他对父亲的印象时，药家鑫回答很简单：

对父亲很惧怕、恐惧父亲斥责。

车祸发生后，从理智的角度分析，药家鑫

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是由什么引起的？——

应该是闯祸后要赔钱、还可能坐牢等后果。但

从药家鑫的性格分析，他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

受实际还是由“闯祸了父亲会对自己怎样”引

起的，这时候，主导他行为的是“把事情掩盖

起来不让父亲知道”。

这种心理是不是跟前面事件中的小女孩一

样。发生灾祸或错误时，这些孩子的第一反应

不是逃命或弥补错误，反而是极端地去掩盖

错误。

不能否认，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家

长严格教养孩子的目的也是从爱出发。但有多少

父母却假借爱的名义造成对孩子的伤害呢？

3可能有些家长会困惑：那孩子犯错就

打不得骂不得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很多家庭缺乏一种

健全的“容错机制”，要么认为孩子的错误用

不着纠正，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要么认为孩子

不能有错误 , 要做就做最好。前一种态度会导

致孩子自以为是，知错不改；后一种态度会导

致孩子压力过大，往往以撒谎来缓解父母的期

望给自己带来的紧张。

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最合适呢？不妨看一个

列宁的小故事。

列宁 8 岁的时候到姑妈家去做客，不小心

打碎了一只花瓶。因为没有人看见 , 当姑妈问

起是谁打碎的时，列宁和其他孩子一样地说：

“不是我 !”但他母亲从他的表情上还是看出

是他打碎了花瓶，应该怎样对待孩子撒谎这

件事呢 ?

当然 ,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揭穿这件事 ,

并且处罚他。

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么做。她认为，重

要的是教育儿子犯错误后要勇于承认错误，做

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而不是责备他。

于是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在三个月内

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各种各

样的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的良心

深处萌发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直到有天小

列宁向妈妈坦白了错误。

其实家长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应不仅仅

是教育孩子像列宁一样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

气，更重要的是学会列宁的母亲这种引导孩子

勇于承认错误的教育方式。

她没有选择当面拆穿孩子的谎言，而是用

很多故事对孩子旁敲侧击，引导孩子，这是非

常有艺术的教育方式。

教育不是控制，教育是引导和唤醒。

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很多家庭已经进入了多孩

时代。然而，家庭结构的改变，也使得亲子关系被重塑，

如何平衡多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很多家庭面临

的“新课题”。

在亲子节目《敞开心扉的少年》一期节目里，一个

代表家庭就发生了这样的困扰。孩子之间发生了矛盾，

轻则闹别扭吵架，重则互相动手，随后便是哭着来找

爸妈“告状”，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如何做呢？大人该不

该插手孩子之间的矛盾呢？

家里孩子一多就容易打架吵架，特

别常见。父母们往往主动或被动地就成了

为他们主持“公道”的人。古板一点的父

母，“大的让小的”就是他们处理问题的

解决方法，但这样不仅伤害了家中年长的

孩子，还会教坏家中年幼的孩子，让小的

恃宠而骄。还有的父母，就是不管三七二

十一，各打五十大板，只求息事宁人，但

这样以后的冲突还会更多。开明一些的父

母，或许会先问清楚情况，然后给孩子们

讲道理。但往往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无论怎么做到不偏不倚，“当事双方”都

觉得受了委屈，觉得你“偏心”，典型的费

力不讨好。

所以，如果小事大事家长都去“判官

司”显然不是智慧的做法。面对孩子

们之间的矛盾，在没有出现原则性和

安全性问题时，我的建议是父母们先

观察，尽量不要插手，让他们自己先

尝试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再进行适

当的调解。

实际上，当孩子间发生争辩、争吵

时，大人不必惊慌，更不要忙不迭地

把孩子隔开。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

以通过相互间的语言表达、还击，达

到交流和协调双方关系的目的，从而

在争论中会学会如何与他人平等相处，

克服“自我中心”化，真正学会维护

自己和接纳别人。为什么说多子女家

庭的孩子比独生子女不容易有“自我

为中心”的毛病呢，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如果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总

有家长在后面“收拾残局”，孩子就

体会不到矛盾背后的“代价”；如果让

他自己去处理，了解处理背后的繁琐

以及矛盾带来的“后果”，潜意识里也

势必会减少矛盾的发生。孩子的成长，

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家庭也是一个

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形成适

应社会的人格并掌握社会认可的行为

方式，可以说，这是人一生都要发展

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家长们要在时间精力

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关注到每个孩子，

并让每个孩子都有担当责任和享受自

由的机会。孩子不论年纪大小都懂得

互相尊重、互相谦让有爱，才是良性

的关系。

父母别着急做“判官”，先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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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该插手孩子之间的争吵吗 #

二孩冲突，是不是只能“大”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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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有萌宝女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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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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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恐怖主义”之下会发生什么
家中失火，11 岁女孩恐父母责备喝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