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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院》全新升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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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近日，网上曝出了广东江门一村民将孩子吊起来

打的视频。视频中，男孩双手被捆绑裤子被扒下来，

孩子爸爸用竹条抽打其屁股。之后， 镇派出所工作

人员介绍，因为小孩子偷拿了家里的钱，孩子爸爸

比较暴躁，就对孩子采取了比较偏激的处罚方式，

孩子没有受伤。

网上对这名父亲的教育方式，有人支持，有人反

对。支持者留言说 :“这比将来被别人打强！”“这

顿打可能会让这小子少一些几率走上歪路。”反对者

说 ,“不支持打孩子，应该用更好的教育方式”“孩

子也有尊严，成人不要以教育为借口伤害孩子。”父

母暴力体罚孩子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偷东西都是触犯

雷区，尤其偷了不止一次，那更加是无法给

予包容。而面对这种严峻的问题，运用惩戒

以及更深刻的教育方式就变得自然而然，例

如罚没零用钱、挨打、送公安局、写检讨等

等家长能想到的严厉方式都会付诸一试。

之前我们也探讨过，如果孩子偷钱怎么

教育的问题，也分析过不同年龄段孩子“偷

东西”的原因。幼儿时期的孩子“偷东西”，

只是物权概念模糊，学龄后的孩子“偷东西”

原因复杂一点，有被关注的需求，也有的是

因为合理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还有可能是心

理方面的原因。不论什么情况，只有找到孩

子不良行为背后的原因，才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所在。使用惩戒只能让孩子短暂地服从，

但对孩子行为的改正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今天我想重点谈谈暴力体罚孩子

的后果。

首先，长期被打的孩子，最容易出现的

就是低自尊，以及自我意识的混乱。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期盼社会对

自己的尊重，是一个人天性的需要。”尊严，

并不是成年人才有的东西，孩子的世界同样

重要。很多人觉得孩子小没自尊，恰恰儿童

时期的孩子自尊心是相对较高的，但稳定性

也比较差。这也许是因为儿童时期的孩子自

我的认识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面对偷

东西的孩子，我们最应该要做的就是维护孩

子的尊严，让自尊成为孩子偷窃行为的隔离

带。要知道一个没有自尊心的孩子，他的行

为将不再拥有边界。在这则新闻的评论区就

有网友留言说：“我们院里有小孩被当众打过，

有的就变得越来越暴力。”

其次，对于偷东西，大多数学龄后的孩

子都具备一定的道德认知，第一次偷东西的

他们都会紧张害怕坐立不安，而这种不安感

也会不断地推动孩子做自我的纠正（将偷的

东西还回去），通过了自我纠正的孩子基本上

重新出现偷窃行为的几率是很小的。但如果

这种偷窃行为被家长当面指出，甚至不分青

红皂白地惩罚，孩子出于对惩罚的恐惧，就

会促使他本能地否认和逃避，最终打破这种

自我的纠正，失去了道德内化的基础。 

尼尔森在《正面管教》中说：“当我们注

重维护孩子尊严，尊重孩子并且态度坚定时，

孩子很快就会明白，他们的不良行为不会得

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会激励他们在保持自

尊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无论孩

子犯什么错，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孩子的自尊

心，其后，才是如何引导他。

无论孩子犯什么错，都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

亲子专家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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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文 / 小清
这期的《浪姐 3》刚开播就出乎意料，先是“甜

心教主”王心凌意外翻红，然后是出人意料地来

了一位运动员姐姐——徐梦桃。

跨界来玩票的徐梦桃真正担得上“乘风破浪”

这四个字。31岁的她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

项目的王者，拥有世界第一的难度动作，总积分

排名世界第一，一共拿过44 次世界冠军，是首

位全满贯获得者。而她却是从一家烧烤店里走出

来的女孩。

1“灰姑娘”的体育梦
徐梦桃是个典型的灰姑娘。

徐梦桃 1990 年出生于辽宁鞍山，父母都是下

岗工人。

曾在采访中回忆，小时候，家里经济情况不

好，一家人挤在36 平方米的房屋里生活，靠父亲

徐学君开的“老徐肉串”的烧烤店维生。

徐学君自己有个体操梦，但是一直没能实现。

在徐梦桃很小时，父亲就发现女儿身体柔韧性相当

好，腿能轻松分开180度，便有了送女儿学体操

的想法。1994 年，徐学君将4岁的女儿送入鞍山

市体校体操培训班。除了课上学习，还需要课后训

练，但徐家连基本住处都成问题，怎么练呢？徐学

君就从外面捡回一条旧地毯，铺在家里水泥地上，

作为女儿的训练场。在这里，他每天帮徐梦桃压腿、

做侧手翻身，成了女儿的“启蒙教练”。

体操是一项非常艰苦的运动，尤其对一个几

岁的小朋友来说，每天日常的拉筋、开腿都是很

痛苦的考验。但懂事的徐梦桃从小就特别能吃苦。

徐梦桃启蒙教练张丽萍回忆：“桃桃在训练时

是最刻苦的一个，在同一批的孩子里，桃桃也是

领悟我的训练思想最快的一个。”

徐梦桃 7岁时先后去了长春、沈阳，开始独

自在外训练。2002年，12岁的徐梦桃崭露头角，

她代表鞍山参加了辽宁省第九届全运会，一人夺

得自由操、跳马、平衡木 3 块金牌。

2转换赛道从头再来
眼看体操界的一颗星星就要冉冉升起，但是

随着徐梦桃的生长发育，她的个子窜到了1 米 6，

不适合再从事体操运动。2002年，徐梦桃开始转

学被称为“雪上体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

这种极限运动，每个动作都充满危险。一切

又从头开始，艰辛困苦自不必说。寒冷的天气里，

大家都穿着棉袄羽绒服，她却一次次从相当于 6

层楼高的训练台，跳下寒冷的冰湖……冻得发抖，

抖落满身冰碴，又继续上跳台。

此时，父亲徐学君一直靠开烧烤店支撑着女

儿的梦想，他每天早上6点进货，梦桃也是 6点

准时开始训练。父女俩都为各自的目标而努力。

徐学君的烤串一卖就是 20多年，从原来的居无

定所的小推车到有了自己的小店面，而徐梦桃每

次从沈阳回来，都会来到烤串店给父亲帮忙。正

是这些真切的艰难，让徐梦桃心中更加充满力量。

短短几年时间，徐梦桃在这个全新项目上的

成绩不断取得突破。2006 年，16 岁的她便收获了

自己第一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全国冠军赛冠军。

2007年，她又在亚洲冬季运动会上获得第二名。

同年，17岁的她收获个人首个世界新人奖杯，为

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青赛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冠

军，7月入选国家队，此时的徐梦桃成为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上亮眼的新星。

 

3四征奥运，终于圆梦
2010 年，19岁的徐梦桃开始了她的奥运征程。

她站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奥运赛场——温哥华冬

奥会。彼时，她一定没想到她冲击奥运金牌的征

程是如此艰难。

第一次挑战她没有成功，铩羽而归。2014 年，

索契冬奥会，她卷土重来。以83.50 分夺得银牌。

又是四年艰苦的训练，2018 年，徐梦桃第3 次踏

上冬奥赛场，决赛首轮，徐梦桃排名第二顺利晋

级。然而，在决赛挑战高难度动作时她出现了失误，

落地时摔倒。

此时，她 28 岁了，在运动员中已经算高龄，

同时身体也伤痕累累，平昌冬奥会后，徐梦桃就

住进了医院，手术后，她只能坐轮椅，半月板切

除近 70%，膝关节没了缓冲，加之手术植入钢钉，

每一次训练落地都会产生锥心断骨般的剧痛……

父母得知真相，不忍心女儿再练了，徐学君说：

“闺女，你都28 岁了！一身伤，再练命都没了，咱

不练了，咱回家！”

但徐梦桃硬是又站了起来。2022年 2月，31

岁的徐梦桃再出征，第四次站在了冬奥会决赛赛

场，这一次，是在北京，自己的祖国。

2月14 日，比赛当晚，徐学君和妻子早早就

关了店，屏息敛声地守在电视机前看女儿比赛的

现场直播。

空中技巧女子组决赛开始，徐梦桃凭借完美

一跳，得到108.61分获得冠军，全场沸腾。这个

从小到大没向爸妈要过一件玩具，靠着父母烧烤

摆摊养大的女孩，终于圆梦奥运！

回顾徐梦桃的成长之路，可以看出，她无疑

是寒门走出的孩子。贫寒的家境没有让她向命运

低头，反而激发起她奋起搏击，让她有了改变命

运的勇气和力量。她的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勤劳踏实，注重言传身教，塑造了她坚韧不拔、

吃苦耐劳的品性。天赋和努力最终让这个“灰姑娘”

戴上了华冠。

家长们总是坚信“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努力给孩子创造更高的起点。但家庭只是孩子的

起点，在这之后决定孩子成长的不是只有财力，

还有更多因素综合起来的优秀实力。家长不必费

力比拼，在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就可以。虽然，

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成为“徐梦桃”，但有爱的

家庭环境，优良的家风，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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