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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是一个深而又深的课
题，也是无数家长感到头疼的事。日
本著名企业家、教育家井深大先生指
出：人基本上是一种社交动物，需要在
集体中生活；另一方面，人又是有思
想、有主观意向的。因此，人必须随时
寻求社交和个性两者之间的统一。如
果这两方面失衡，人就不能适应社
会。对于我们搞教育的人来说，重点
是，这种统一的取得主要靠早期培养，
即在坚持尊重个人权利的同时，又强
调承担共同责任。

小孩一般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
就不喜欢单独玩耍了，他们开始有意
识地寻找同龄伙伴一起玩。在开始学
着和其他孩子合作玩耍时，常常会出
现因不遂自己的心愿而哭着跑开的情
况。这时候作为家长就要注意，无论
TA与别的孩子玩得好还是吵了架，
都是在尝试集体生活。即使是吵了
架，那也不要紧，这非但不是什么负面
的事情，而且还是必修课，因为既能锻
炼孩子的个人意志，又能使他们得到
重要的社交经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
一种尝试。

孩子吵架打闹的原因很多，如果
不问青红皂白、没头没脑训斥一番，之
后就不允许孩子再与同伴们玩耍了，
是丝毫无助于加强孩子间交流互动
的，相反，会给孩子留下“以强压人”的
不好经验，更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做父母的固然有管教孩子的责
任，但不要忘了，管教不是胡乱干涉，
如果以大人的想法处处去干涉孩子之
间的事，就剥夺了他们在集体生活中
所必需的成长机会。

孩子不同于大人，他们有他们自
己的一套道理，用自己的方法表达自
己并彼此合作，在打闹中蕴含着他们
为人的准则，成年人强行干涉，产生的
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很可能使他们形
成不良个性。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孩子间的
争吵当作他们进入集体的第一课，让
他们在“打打闹闹”中自我成长，进而
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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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躺平了，爸爸怎么办（三）

◎丁兆梅

我得主持公平正义。无视老
婆的长期操劳和用心付出，约等
于助长儿子的嚣张气焰和冲动行
为，不利于团结和管理。我说，两
个娃格外费妈，爸爸之前做得不
够，今后咱家分工做一点调整，我
负责老大的接送陪伴，妈妈主抓
妹妹的学习生活，咱们分工合作，
力争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
己，最终实现“多年亲人成朋友”
的小目标。怎么样？

老婆默认、儿子同意、女儿懵
懂。我明白真正的考验在后头，
不过咱也不怕，好歹心里有底。
之前摩拳擦掌很多年，读了不少
科学养育的书籍，诸如《自驱型成
长》《正面管教》《新家庭如何塑造
人》等，还听了很多关于家长和孩
子共同成长主题的讲座，理论储
备充分，实践不至于跑偏太多。

交接仪式过后，最先要面对
的问题是暑假怎么过。

全学习做不到，全躺平不现
实。前后近两个月时间，不种庄
稼就会长杂草，得整点积极有趣
的事情，才不至于无聊空虚到总
想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那晚
我跟儿子商量，周一到周五我上

班，他自己安排如下事情：去图书
馆、接送妹妹、处理生活事务、和小
伙伴们玩（打游戏需先报备种类和
时长）、课程学习（暑假作业，自己根
据需要找网课或线下课）……原则
上他的时间他作主，节奏上张弛有
度，执行起来大差不差就可以。周
六、周日根据实际情况再议。

儿子欣然接受，而老婆疑虑重
重，我只能给她吃定心丸：一切都会
向好，咱得学会放手，一个孩子总是
被安排、被催促、被要求，体验不到
自由和信任，内心就很难生出自驱
力。让他逐步学会自我管理、自我
负责，才是努力方向。

当然计划总是美好的，行动通
常会滞后一些，儿子的周内生活和
计划表比起来打了不少折扣。图书
馆去了，书也读了，读是读了，筛子
过水，几无痕迹；课程学习他在网上
报了两个，至于效果，他自己也觉得
实在不咋的，面对屏幕学习容易划
水；家务不催不做，说了后草草完
成，离老婆的要求距离比较远……
最大的亮点是带妹妹很“来事”，比
我们的效果还要好。女儿天生会拍
马屁，小嘴儿抹了蜜似的，就觉得自
己的哥哥天下第一好、第一能干、第

一（与爸妈并列第一）爱她。兄妹俩
其乐融融、各得其所。

周内就先这么着吧，周末怎么
过？还是从我做起，少盘手机，带着
儿子多做家务、多去户外。我们这肉
身凡胎真的不合适久坐，日常待在办
公室的我体会尤深，肩颈腰腿常感到
不对劲，貌似未老先衰。如今颈椎病
等呈低龄化趋势，儿子也时不时喊肩
膀酸、腱鞘疼的，之前被各种补习挤
占得没时间锻炼修复，暑假正好补上
这一环。跟儿子商量只要天气允许，
逢周六骑行，譬如去外公外婆家附近
的篮球场打球，去爷爷奶奶家学种水
果蔬菜什么的。他不反对。

祖辈都住在郊区，开车20分钟，
骑车单程近一个小时。戴上遮阳帽、
套上防晒衣，我俩一人一部自行车开
心出发，一路上你追我赶，累了找个
树荫歇歇脚、喝喝水或者放慢节奏有
一搭没一搭聊天。儿子显然很享受
骑行的过程，说话也格外轻松自在，
抱怨说老妈太操心太焦虑，十米外就
能感觉到满满的“妈”味，她喊累，他
更累。幸亏他早就无师自通地学会
了自动屏蔽老妈的信号，不然肯定抑
郁了。（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
学供稿）

◎程毅飞

允许孩子们
正常打闹

中午几个同事坐在一起闲
聊，说到了打不打孩子的话题。

一个女同事说，她小的时候，
经常被她爸打，所以哪怕是到今
天她长大了，看到她爸，还是会不
由自主地害怕。

一个男同事说，他的儿子经
常被他打。小男孩顽皮，不打不
成器。他看下来，这一点他还是
比较成功的。但他的观点是，儿
子可以打，女儿是不能打的。

另一个女同事说，她的女儿，
她绝对不会打，她也不许别人
打。女同事20出头，结婚早，但
难掩对女儿的疼爱。她的女儿还
小，刚一岁多。

我说，我打过女儿，三次。
第一次。在一个双休日，我

和女儿去商场玩。女儿顽皮，喜

欢捉迷藏，跑来跑去喊我找她。我
对女儿说，不要玩了，这里人太多，
小心一会儿我找不到你。女儿不
听，依然在玩。忽然有几十秒，女儿
没出现；我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
这下，我真的是急坏了，汗瞬时流出
来，怎么办？怎么办？当女儿终于
蹦蹦跳跳、嬉皮笑脸地出现在我面
前时，我忍不住重重地打了她一
下。女儿哭得很大声。

第二次。有一年过年，我带女
儿回农村老家看父母。由于接触
少，女儿对他们似乎总有份疏离
感。我反复说了几次“叫爷爷奶
奶”，脸都板了，女儿还是不愿意，甚
至要哭。父母赶紧打圆场，我只好
作罢。晚上，女儿要睡觉时，突然问
我：“爸爸，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叫
那老头老太呢？”我当即就火了，忍

不住打了她一下。我其实想说，女
儿，我担心再不教你，就来不及了。

第三次。一次，我发现女儿拿出
的试卷上批着91分，但卷子上那么多
火红的叉叉，肯定不可能只扣掉 9
分。我数了数，是71分。再看看，发
现那个91分的9，明显有些不自然。
我又打了女儿，并且告诉她，考得差
没关系，但欺骗是最大的问题；打她，
是想让她记住这个事儿。

我的话讲完了，同事们有个短暂
的沉默。一个女同事忽然叹一口气，
说，有时打她，也是为了她好。

我说，很少有家长是真的愿意打
女儿的，实在是火气上来没忍住；当
然，我也在学做父亲，会不断寻找更
好的交流沟通方式，尽量不采用“打”
这种方式。我其实还想说，我的女
儿，真的是和我很亲，很亲很亲。

◎长丰雨

你打过孩子吗

——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