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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

孩子斗智斗勇������

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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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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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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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最近一个“孩子吃果肉，妈妈啃果皮”的

视频引发了网络上热烈的讨论。事情是这样的：

有位家长给孩子买芒果，孩子把外层柔软的芒

果肉吃掉就扔在桌子上，家长看到觉得太浪费，

拿起孩子吃过的芒果核，津津有味地又啃了起

来。不但如此，她还把自己帮孩子啃芒果核的“温

情画面”拍成视频发到了网上，以为大家都会

因为自己“伟大的母爱”而感动。谁料想却引发

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和嘲讽。甚至有网友说：这

种父母属于自我感动，是自己对孩子的情感绑架。

那么，父母对孩子太好，真的是道德绑架？

觉得“孩子吃果肉，妈妈啃果皮”，就

是父母对孩子进行情感绑架。我认为这种

看法还是有点偏激。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

家长会吃孩子吃剩的水果或饭食，并不是

节省和彰显母爱，多是因为看孩子吃不干

净，又不想浪费，当妈的也不嫌弃，自然

而然就接过来吃了。但这个视频之所以引

发争议，估计是网友们反感这个家长为孩

子做了这个事还要高调宣传，有点故意“卖

惨”的行为。毕竟，以现在的生活条件水平，

实在喜欢吃，再买一点就是了，如果真的

家庭不宽裕，芒果又不是生活必需品，不

吃罢了，没必要说自己“只配啃核”搞得

那么悲情。

但现在，的确也有部分家长喜欢在孩子

面前强调自己的付出，强调自己对孩子的

在意，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会知道自己

的辛苦，才会懂得感恩。但是，过于刻意

地提醒孩子注意自己的付出，其实里面隐

藏了这样一个逻辑：“我对你这么好，你应

该给我回报。”其实质的确有种成年人对孩

子实施道德绑架之嫌。这被称为“卖惨式

教育”，而卖惨式教育很容易培养出自卑、

充满负罪感的孩子。

知名主持人马东曾说：“愧疚是最大的负能

量。”长期被父母刻意灌输付出和牺牲，会让

孩子的心灵背上沉重的枷锁，过于顺从父母的

意愿长大的孩子，个性发展会受到压制，同时

也会影响父母和孩子间的亲子关系。孩子因为

负罪感的捆绑，越发不愿意与父母接近，彼此

间产生疏离感，使得亲密感和信任感遭到破坏。

家庭关系虽然表面上和谐，但是内在却充满了

疏离和疏远。

而一些自主意识较强的孩子，等他一旦

拥有了平等的观念，这样强行“卖惨”的

方式更换不来孩子的爱和感动。他们会觉

得父母对自己的好，都是有条件的、要求

回报的。这样，只会导致父母子女之间的

代沟越来越深，甚至让孩子做出激烈的叛

逆行为。

爱子女，尽可能地要为他们成长提供

保障，这是身为家长的基本责任。拿爱来

要挟孩子，这显然是父母教育的偏激，也

是父母教育的无能。父母与其制造负罪感

以带给孩子行动力，不妨思考怎样才能正

向地激发孩子的能力发展。停止在孩子面

前“卖惨”，别让你的孩子带着负罪感成长，

这是你培养优秀孩子应该做到的第一步。 

“孩子吃果肉，妈妈啃果皮”引发的母爱探讨

亲子专家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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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对孩子好是道德绑架吗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当十岁的孩子“不服管”，到底该怎么办
慧妈�� ���� ����

汤 玫， 安 徽 宣 城

人。 资深 小 学 语

文老师，曾获“市

学科带头人”“青

年骨干教师”“教

坛新星”等称号。

喜欢 用文字记 录

两个 女儿的成长

点滴、教学中的“小

确幸”。

汤玫

1开学没多久，我收到了一位家长的信息：

“汤老师，我孩子在家很不听话，每天晚

上报听写都不写，还跟我顶嘴，麻烦您有时间帮

我说下，‘每课的生字词让你妈妈在家先报一下’，

孩子就会听的。”

我没有答应这个请求。

倒不是因为不便满足家长的需求，而是不能

如此做。

这位妈妈反馈的问题，看起来是孩子不愿意

学习，希望老师能教育一番，实际上真正的问题

是出在亲子关系上。

先看看妈妈口中孩子的表现——“在家很不

听话，报听写不写，还顶嘴。”

这些表现是够让家长抓狂的，但这也恰恰

是三年级孩子的特点。

孩子一到了九岁、十岁，好像就“不服管”了，

说啥都不听，更气人的是，很多时候大人还说不

过他们。

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真的就像“刺猬遇到

豪猪”，互相扎针、两败俱伤。

可换个角度看，这或许就成了令人欣喜

的讯号。

孩子开始不再人云亦云，对身边的事物有了

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他们的“不听话”是难能可

贵的“精神觉醒”。

他们不愿意再无条件受父母的操控，是成长

的第一步。他们宁愿顶着“风险”，也想和大人

角力，对抗一回。

这位妈妈和孩子间的矛盾爆发在“报听写”

这件事上，双方的立场不同，态度也不一样。

妈妈的想法大概是：“每课生字学完，在家

我帮你复习一下，到学校听写的时候你不就能全

对了吗？”

孩子的想法却可能是：“每天回家你都给我

加任务，听写我能应付，不要你操心！”

妈妈的出发点都是“为你好”，而孩子却

觉得“你好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都

不信任孩子。

2不信任他们能管理好自己的学习，便事

事周到为他们着想打算，如此，他们便

可以不用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规划和担当的机会。

对这个孩子来说，妈妈不信任他能独立掌握

每课所学的生字词，他的反抗（顶嘴）是要夺回

对学习的自我控制权。

也可能妈妈发现孩子的生字词掌握得不好，

比如在班上的听写总会错，于是急不过，想在

家帮孩子抓一抓。

所以，很多妈妈会说：“我也想信任他呀，

但他太不自觉，哪敢放手啊？”

这样理解，其实已经错了。

孩子的作业出错、成绩不佳、不自觉等表现

都是“果”，我们要找到“因”才能知道如何解

决问题，而不是从“结果”出发去试图改变现状。

比如这个孩子“不听话”“顶嘴”的行为，

根据我的不完全了解，多半是因为小学前两年妈

妈的“陪伴缺席”。

在她发来信息的后半部分，也可以有所佐

证——“今年我基本上在家带他，他就是不听

我的，昨晚还被我打了一顿。”

妈妈焦虑而紧张，对孩子束手无策，在采用

了暴力管教仍然无果的情况下，这条信息其实是

在向老师求助。

但我还是拒绝了。

不是狠心，而是要帮助她。对于这位妈妈来

说，亟待解决的不是报不报听写，而是如何重建

良好的母子关系。

只有父母和孩子彼此信任、互相接纳，才能

缓解因成长带来的种种冲突，才能让剑拔弩张的

关系慢慢松弛下来。

 

3在我从教的这么多年中，经常会接到家

长这样的请求——

“老师，我家小孩最听你的话，你跟他说一声，

吃饭时不能看电视。”

“呃……你们父母更应该讲呀！”

“我们讲破了嘴皮，他也不听，只要说是老

师讲的，马上就改了。”

……

对很多家长来说，老师的话是“圣旨”、是“仙

丹”、是“尚方宝剑”，百试不爽。

也因此，老师会帮家长一起制作各种“假象”，

目的就是让孩子按家长要求的去做。

看起来，老师的威严体现得足足的，但果

真如此吗？

在教育班上孩子、养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

我发现孩子对老师的“怕”，根本上还是来源于

对家长的“怕”。

或者说，孩子最想获得的认同、表扬和激励，

首先是来自父母，然后才是老师和他人。

我发现那些在家庭里无人问津、被放任自

流的孩子，对学校、老师也没有太多的敬畏感，

渐渐地，就成了“问题儿童”。

老师可以帮助家长，但不可越俎代庖，家庭

的教育必须由父母担起责任，就像学习的责任必

须由孩子自己负担。

家长为孩子包办过多，孩子学不会独立自主

地学习。同样，老师如果做了很多父母应该做的事，

他们的亲子关系只会越来越糟。

于是，我这样回复了她——

在家和孩子的沟通要注意方法，孩子到了这

个年龄段，不是简单的责罚就会有效果。

老师的要求主要针对在校学习和课后自主学

习，在家的学习要求还是需要家长自己和孩子达

成共识，让他承担起自我学习的责任。

比如听写，如果自己复习好了，能保证在校

听写的正确率，那么在家一定需要家长报听写吗？

如果在学校听写总是出错，那就需要在家做好复

习巩固，妈妈报听写就是巩固学习的一种方式。

把这些跟他讲清楚，让他自己做出选择，不用硬

性要求和规定。

作为老师也作为家长，我们要做的，是都要

各司其职，不逃避、不躺平，迎难而上。

如此，问题的症结才能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