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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妈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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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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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是从孩子长大的，包容幼童

应该是社会的基本共识。所谓“厌童症”

的矛盾，我觉得更多的是发生在“不得不”

的情况下。比如，父母带孩子乘坐高铁、

飞机，高铁、飞机一直以来提倡安静氛围，

但孩子的特性又是不安分的，如果遇到一

些特别调皮的孩子，父母又欠缺必要的约

束，经由舆论放大，这种矛盾才在特定的

时间、空间被激化和放大。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自己还

未婚育时，对于公共场所的“熊孩子”避

之不及，但有了自己的宝宝之后，再看到

那些对哭闹的孩子束手无策的父母，就平

添了几分同情与理解。

亲身经历过的人会明白，那些哄不好

孩子的家长，未必就是“熊家长”，尤其

是 1~3 岁的孩子的父母。婴幼儿正处于探

索世界的阶段，好动爱叫实属正常。况且，

并非所有孩子都无休止吵闹，也并非所有

家长都不明事理，以个别不文明现象排斥

整个群体，显然是不公平不理智的。

理解和关照都是相互的。社会对儿童

应有基本的宽容，火车上设立儿童车厢，

支持咖啡馆、餐厅划出“无儿童区”，貌

似皆大欢喜，然而，将儿童与成人社会隔

离开来，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每个

人都是从幼时和社会的互动中，逐渐学会

了社会规则，了解到应该如何与外界共处，

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

当然，“熊孩子”同样要管教，两者

并不矛盾。有研究表明，3 岁的孩子已经

可以明白承诺的意义，可以发展“合作精

神”。这也意味着，从及时安抚到严肃沟通，

家庭教育应当跟上孩子的年龄增长。没有

人天生就明白规则、知晓秩序，都是在家

长和社会的教育引导下慢慢养成的。作为

进入社会前的必要一课，父母有必要将公

共场合的界限意识从小就传递给孩子。

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每个孩子也都

会一天天长大。“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

我们传统的价值理念，善待孩子，就是善

待我们的未来。

善待孩子，就是善待我们的未来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厌童”也是一种舆论霸凌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夜不归宿、沉迷游戏、逃学……孩子误入“歧途”之后

1前段时间，有位妈妈焦急万分，说她读

高二的女儿约了几个同学去玩剧本杀，

准备玩到深夜，然后住在某个女同学家里。她

女儿 17岁，是个单纯的姑娘。这样的事情之前

从没有发生过。在妈妈的认知里，玩到深夜和

夜不归宿，是坏女孩才干的事情，她坚决不允许

女儿也这样。妈妈情绪很激动，直接就否决了

女儿的约会。

女儿也很激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以不去

读书来反抗妈妈的“暴政”。这位妈妈崩溃中打

电话给我。我的建议是，可以出去玩但是要设

置底线，比如玩三个小时就回来，比如在晚上

10点前回来，比如不去酒吧等等，如果孩子坚

持要玩通宵并且坚持住在外面，告知有可能发

生的各种风险，然后随她去。

这位妈妈很聪明，给女儿写了一段富于感情

的文字，说出自己的担心和责任，并且表示无论

女儿如何选择，她都会尊重女儿的意见，然后，

妈妈在网上一连找了好几个女性深夜在外引发的

案例发给女儿，提醒她注意安全。

最后的结果是，女儿如约参加了同学聚会，

玩了不到三个小时就火急火燎打了个车回家了。

妈妈问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女儿说，他们玩完

剧本杀想去泡清吧，她觉得这么晚还在外面晃

不安全就提前回来了。妈妈夸赞女儿警惕性高，

女儿感谢妈妈对她的信任。母女俩冰释前嫌，

一场危机就这样风过无痕。

 

2两年前，有个读初中的女孩不得不休学

了。妈妈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求助

心理医生，医生说：你去忙你的，不要把她休

学当回事，现如今休学的人也挺多，没什么大不

了的，孩子就随她去，她爱干嘛就去干嘛，别

干涉她，别激怒她，别要求她，别给她压力，

让她自己呆着。

这妈妈就忙自己的去了，她照样开店，照样

跟朋友聚会，照样出去玩。她每天会做好饭，

尽量做孩子爱吃的，孩子如果想吃外卖也依着

她，孩子想去哪里玩都满足她，孩子不希望她

出现她就不出现，孩子跟她聊天她就耐心倾听，

孩子需要安慰时她就说妈妈小时候不会读书现

在也活得好好的，她相信女儿以后一定也会好

的。

孩子也忙自己的，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发了

好久的呆，打了好久的游戏，后来追了好久的剧，

又画了好久的画，最后她厌倦了这一切，她去了

图书馆，她看了很久的书，看着看着，她心里又

有了希望和力量，她说她要上学。

现在的她，坐在某个高中的课堂里，从一

个脆弱迷茫的孩子，变成一个有明确目标的高中

生。

有天早上听直播，一位家长问：我的孩子沉

迷游戏，不想上学，我想了很多办法管他都没有

用，我该怎么办？老师如此回答：管了没有用那

就不去管，随他去。

家长急了：那不行啊，我还是希望他好好上

学，我想要他考个好高中上个好大学。老师说：

那是你想的，不是他想的，你想得再好他不想

也没用的。

家长问：那怎么能让他也想呢？老师回答：

不管他。想想你小时候，你父母管了你多少？你

现在的人生是你父母管出来的吗？家长说：我小

的时候父母很忙，没空管我，所以我慢慢学会了

管理自己，我很早就对自己的人生有想法和规划。

老师说：你看，你父母什么都不管，你有了

空间，也有了很多可能。

 

3前段时间看黑塞的《悉达多》，里面有

两个部分让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悉达多

与父亲的分别，另一个是悉达多与儿子的分别。

悉达多还是一位少年的时候，某日，三位

沙门经过他的城市，准备前往某地朝圣，悉达

多听从内心的呼唤，坚定地对父亲说：我恳请

明天离开您的家，加入苦行者的行列，我渴望

成为一名沙门，希望您不会阻扰。

父亲以为悉达多是临时起意，回绝了他。悉

达多就一直站着，站了整整一夜，他以执拗的方

式表达内心的坚定，清晨，父亲无奈地对他说：

你即将步入林中成为一名沙门，如果在林中，你

寻得至高无上的幸福，就回来教我修习。如果

你只收获幻灭，那也回来，我们再一道祭奉诸神。

悉达多就这样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走上了修

行之路。

很多年后，在一个渡口旁的茅屋里，老年悉

达多遇见了十一岁的儿子小悉达多，此时孩子的

母亲已经去世，小悉达多已被母亲宠坏，养成

了骄纵任性奢侈狂妄的习惯，父子俩的相处很

不愉快，智者瓦稣迪瓦劝悉达多把孩子送回他

熟悉的环境，给他找一位老师，但悉达多不愿

意和儿子分开，他害怕把儿子送回去这孩子就

毁了，他担心孩子会沉迷享乐和权力，会重复他

的过失，会迷失于轮回之中。

智者瓦稣迪瓦这样劝说悉达多：你相信你

通过教育、祈祷、劝诫，能保他免于轮回？你

曾经对我讲过你的故事，难道你忘记了，是谁

保护你免于罪孽、贪婪和愚昧？是你父亲的虔

诚、老师的规劝，还是你自己的学识思考和求

索？ 

人独自行过生命，蒙受玷污，承担罪过，

痛饮苦酒，寻觅出路，没有人能被父亲或老师

一路庇护。你相信有人能避开这道路吗？或许

小悉达多能，因为你爱他，你愿意保他免于苦

难和失望，但是，就算你替他舍命十次，恐怕

也不能扭转他命运的一丝一毫。

当孩子心意已决，要走歧路，要撞南墙，

别紧张。风雨会洗刷他，生活会教育他。这是

他的人生。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走向他的命运。

把忧虑和不安扔在风里，不让它们过多地去消

耗孩子的能量，让孩子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我们

想让他成为的样子。从长远和整体来看，他可

能会更好，至少比被你牢牢抓住要好。 

尖叫吵闹、到处乱窜，扰得“四邻不安”

……随着暑假到来，关于儿童在公共场所哭闹跑

跳引发矛盾的各类新闻在网络上多了起来。打

开评论区一看，不少人“怒气值”相当高，还

有人提议应在各类交通工具、公共空间设置所

谓“禁童区”。尽管不少人质疑这种“禁止儿童

区”是一种新型歧视，但丝毫不影响部分人对

这种行为的支持。“厌童”一词也攀上了网络热

搜，有媒体发文指出讨厌小孩竟然变成了一股

风潮，“熊孩子”何以成为争议话题？“厌童症”

厌的到底是什么 ?

家庭教育·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