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晚上，9 岁的女儿照常跟我分享学

校发生的事情。她得意地对我说：“妈妈，今天

数学试卷发下来，我看见妮妮错了一道题，老

师却给她判对了，我赶紧告诉了老师。”

女儿正在为自己的火眼金睛和诚实感到

自豪，但我却在想，她的好朋友妮妮会不会因

此不高兴。于是，我试探着问女儿：“妮妮突然

被扣了几分，她有没有生你的气呀？”女儿没

心没肺地回答：“她刚刚原谅我了，我们又一

起玩了！”

果然，如我所料，女儿在老师面前“揭发”

妮妮时，妮妮心里不好受，生女儿的气了。虽

然她俩已和好如初，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女

儿，妮妮为什么生气。于是，我温柔地对女儿

说：“鲜鲜，妈妈觉得你很棒，一眼就看出了错

误，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直接告诉老师的方式，

不太好！”

“怎么就不好了，本来她就是错了！”女儿

嘟起嘴，对我说的话很不认同。

以防局面转僵，我赶紧采取“迂回战术”，

问道：“数学老师发现她那道题错了之后，对

妮妮说了什么吗？”

“老师一边给她讲解，一边严厉地对她

说：‘我课上都强调多少遍了，你怎么还错呢？

你这显然是知识点没有掌握清楚，好好把笔

记拿出来看看！’老师说完这些，妮妮就掉眼

泪了。我赶紧安慰她，叫她别哭……”女儿把

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我复述了一遍。

听完事情的经过，我语重心长地对女儿

说：“如果你没有告诉老师，而是私下给妮妮

指出错误的地方，她就不会被老师批评了。”

听到这些，女儿一脸委屈，提高了嗓门，

对我大喊：“妈妈，你不爱我了！你觉得我做错

了，你不和我站在一边了。”

女儿忽然情绪激动，我一时间不知如何

是好，除了安慰她以外，暂时没想到更好的方

式继续和她沟通。

正在这时，孩子爸爸走了过来，他问清缘

由后，摸了摸女儿的头，对她说：“鲜鲜，爸爸

妈妈没有认为你做错了，更没有要求你必须

按照爸爸妈妈的方式去做。我们只是和你一

起探讨，如果大人遇见类似的问题，往往会有

哪几种解决方案。”

听到爸爸的安慰，女儿很快恢复了平静。

孩子爸爸望着女儿，继续说：“针对这种情况，

我能想到3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告诉

老师；第二种是既不告诉老师，也不告诉妮

妮；第三种是私下给妮妮指出错误，并帮助她

更正错误。你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

女儿想了想，脱口而出：“第三种方式更

好。”转瞬，她又说：“但是，这种方式不管用。”

“怎么会不管用呢？”我疑惑地问道。

女儿冷静地说：“之前有过两次类似的情

况，她也是在这个知识点上犯了错误，我教了

她方法，但我发现这样没有效果，同样的题她

今天又做错了！”

“所以，你是觉得，告诉老师，老师能更好

地帮助她，是吗？”我终于明白了女儿的用心。

“是啊！告诉老师，老师就会给她再讲一

遍，还会叮嘱她好好复习知识点，她以后应该

就不会错了。”女儿说。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误会

了女儿的心意。她不是故意要去老师面前“揭

发”同学的错误，从而彰显自己的火眼金睛和

诚实，而是发自肺腑地想要帮助同学。

我为自己的盲目臆断感到自责，庆幸在

孩子爸爸的引导下女儿说出了行为背后的理

由，由此，我才避免了错怪女儿。

《爱的教育》中写道：“用爱倾听每一个孩

子心底的声音。”作为家长，我们常常习惯在

孩子面前树立大人的权威，告诉他们所谓的

对与错。然而，由于缺乏对背后事实的了解，

我们很容易对当前现象做出偏颇的判断，从

而远离了真相。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会“封心

锁爱”，不再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交流成长

的点滴。看来，我还需要继续学习，倾听孩子

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和孩子站在同一视角去

思考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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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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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的角色至关

重要。然而，“完美妈妈”的标准似乎遥不可

及，给众多妈妈带来了无尽的压力和困惑。

什么才是“足够好的妈妈”？或许，答案就藏

在避开“完美妈妈”的陷阱之中。

避开“时时在侧”的陷阱

“时时在侧的妈妈”试图对孩子的每一

项需求、愿望、突发奇想都了如指掌，然而，

这种过度的关注和介入，可能会剥夺孩子独

立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机会。

孩子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去成长、去犯

错、去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当妈妈时刻陪

伴左右，孩子可能会变得过分依赖、缺乏自

主能力和应对挫折的韧性。

比如，孩子在玩耍时遇到了困难，如果

妈妈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忙解决，孩子就

无法学会自己思考和尝试解决问题。长此以

往，孩子可能会在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

时，就感到无助和不知所措。

“足够好的妈妈”应当在适当的时候“退

后一步”，给孩子足够的自主空间，让孩子在

尝试中积累经验，在挫折中锻炼勇气，在探

索中发现自我。妈妈可以在旁观察，在孩子

真正需要帮助时给予引导和支持，而不是事

事包办。

放下“未来导向”的重担

“未来导向的妈妈”试图将孩子的整个

人生都规划得严丝合缝，从出生时的饮食营

养，到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学习、发展阶段，

都力求给孩子“最好的”。然而，这种过度规

划，往往会给孩子和妈妈自己带来沉重的压

力。

孩子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而充满变数的

过程，过度规划可能会限制他们天性和兴趣

的发展。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潜

力，强行按照预设的路线前行，可能会压抑

他们的创造力和个性。

比如，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从小就给

孩子安排满满的课外辅导班和兴趣班，却没

有考虑孩子是否喜欢和能否承受。这样，孩

子可能会在高压下失去对学习的兴趣，甚至

产生厌学情绪。

“足够好的妈妈”应该尊重孩子的成长

规律，关注孩子当下的需求和感受。为孩子

提供丰富的环境和机会，让孩子自主地去发

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鼓励孩子勇敢尝

试，不怕失败，培养他们的内在动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而不是用未来的目标束缚住孩子

的现在。

平衡“职场与家庭”的跷跷板

“想要兼顾一切的职场妈妈”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和压力。她们试图在追求事业和养

育孩子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但往往心力交

瘁；试图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完美，却让自己

疲惫不堪。

社会对于职场妈妈的要求似乎过于苛

刻，既要在职场上表现出色，又要在家庭中

尽职尽责，这种双重压力常常让职场妈妈感

到焦虑和内疚。

“足够好的妈妈”应该明白，平衡不是绝

对的均等，而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有

时候工作可能更忙一些，有时候则需要更多

地陪伴孩子。关键是要与家人保持良好的沟

通和协作，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同时，也要

学会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只有自己状态良

好，才能更好地照顾家人。

摆脱“公众眼光”的束缚

“活在公众眼中的妈妈”总是过分在意

他人的评价和期待。从自身的形象到孩子的

表现，都希望能够符合社会的标准和他人的

赞许。

但这种追求公众认可的心态，很容易让

妈妈失去自我，忽略了自己和孩子内心真正

的需求。而且，公众的标准往往是多样且变

化无常的，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比如，为了让孩子在他人眼中表现优

秀，有的妈妈会强迫孩子参加各种比赛和活

动，不顾孩子的意愿和兴趣。这样，妈妈和孩

子都会感到疲惫和不快乐。

“足够好的妈妈”要有勇气做真实的自

己，关注自己和孩子内心的声音。每个家庭

和孩子都是独特的，不必按照他人的标准来

生活。孩子的成长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

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展现真实的情绪

“宣告快乐的妈妈”有时会佯装快乐，强

迫自己享受育儿的每一刻，这种虚假的快乐

并不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幸福。

育儿的过程充满了酸甜苦辣，有快乐也

有疲惫、有满足也有烦恼。如果妈妈总是压

抑自己的真实情绪，孩子也无法学会正确地

处理情感。

“足够好的妈妈”应该允许自己有各种

情绪，并且能够以健康的方式表达和处理这

些情绪。让孩子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知道

快乐和烦恼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才能更好地

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情绪管理能力。

让我们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完美妈

妈”的标准、避开“完美妈妈”的陷阱，以更加

从容和自信的心态，做一个“足够好的妈

妈”，真实、智慧地陪伴孩子成长，为孩子营

造一个温暖、有爱、充满理解和尊重的环境，

同时，也不忘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在充满

挑战和变化的育儿道路上，不断学习和成

长，与孩子共同谱写美好的人生篇章。

爱孩子
不等于有求必应

“我从小就怕黑，晚上尤其不愿独自入

睡，因此，在孩子独自睡觉的问题上，我一直

妥协，结果养成了孩子现在睡觉身边一定要

有人陪的习惯。”

“小时候总是假装懂事，说自己什么都

不想要，现在有了女儿，她想要什么，我都给

她买，从不找理由和借口拒绝。”

“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我们给他

的陪伴太少了。现在条件改善了，总觉得亏欠

了他很多，一有机会就想对孩子进行弥补。”

…………

为什么有些家长难以拒绝孩子的要求？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泸州市未成年人心理

成长中心主任刘绍英指出，这其实是心理学

中的补偿心理在作祟。比如，有的家长在童

年时期家庭条件不好，或者有过被父母忽

视、拒绝、惩罚的经历，这种不好的感受藏在

潜意识中，等到自己为人父母后，一旦要拒

绝孩子，曾经的记忆就会涌上来，本能地选

择满足孩子。除了“补偿自己的童年”外，补

偿心理还包括“补偿陪伴孩子时间不足”和

“补偿孩子的不幸遭遇”，有的家长因工作繁

忙或其他原因不能经常陪伴孩子，所以对孩

子有求必应；对于那些离异或孩子身体有缺

陷的家长来说，更是时常试图通过无条件满

足孩子来弥补孩子。

“补偿心理往往会使家长对待孩子的态

度或教育手段缺乏原则与底线。他们不是基

于当前的情境进行客观的教育引导，而是纵

容和溺爱孩子，这不但不利于家长在孩子面

前树立权威，还可能导致孩子趁机拿捏父

母，变得难以管教。”在刘绍英看来，过分的

溺爱和纵容会让孩子变得没有目标、没有责

任感，自主能力难以得到培养。成年后，无论

是人际交往，还是处理事务，孩子都可能懒

散、过分依赖他人；遭遇挫折和失败时，则很

容易灰心、失望、没有信心，甚至自暴自弃。

“通过孩子来进行心理补偿的过程几乎

是一个自动化过程，父母常常意识不到，有

时即使意识到了，也认为是理所应当，因此，

更值得为人父母者警醒。”刘绍英说。

“冷处理”孩子的哭闹
是否是明智之举？

孩子赖在地上哭，父母不急于上去扶，

也不急着哄，就在旁边看着。“撒娇耍赖？我

们等着。”近年来，不少年轻父母在网络上分

享孩子在地上撒泼打滚，自己却袖手旁观的

情景，主打一个“不惯着孩子”。

“90后”魏玲是一位二胎妈妈，两个孩子

分别是 7 岁和 4 岁。“孩子跟着奶奶或姥姥

时，比较受宠。外出时，孩子要什么，老人就

给买什么，不买，孩子就会哭闹。”魏玲说，起

初，面对孩子的哭闹，她也会发脾气，甚至对

孩子大喊大叫，但她很快意识到这种做法是

错误的。后来，她也采用“冷处理”的方式，在

孩子哭闹时不予理睬。孩子发现自己的行为

毫无效果后，自然就会停止。“我觉得这种方

式很有效。”魏玲说。

有一次，魏玲带女儿出去玩，女儿看中

了一个玩具，站在那里不肯走，哭闹着非要

买下来。她便对女儿说：“那你就站在这里

吧，我先走了。”说完，她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女儿看着妈妈越走越远，态度坚决，只好乖

乖地跟上去。

然而，也有网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在

公共场合任由孩子长时间哭闹而不去制止，

一方面，会给其他人带来困扰；另一方面，冷

漠旁观也会让孩子伤心、没有安全感。

“面对孩子的蛮不讲理、任性胡闹，苦口

婆心地讲道理却不起作用的时候，‘冷处理’

可谓‘另辟蹊径’。”刘绍英认为，从积极的角

度讲，这样的做法表明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

有所成长、有所反思，但不能仅凭某个片断

就判断某种教育方式的好坏或利弊，应结合

具体情境和孩子的个性进行具体分析。

她进一步分析，一般来说，如果父母能

够情绪稳定地在一旁陪伴、观察，接纳孩子

的不良情绪，并给孩子反馈，如“我知道……

让你很委屈/生气，因为你想……”“妈妈知

道你现在很生气，你是可以哭的，妈妈会在

这里陪你，等你稍微平静一点，我们再来沟

通……”等，这样的处理是可行的。但如果父

母在一旁态度冷漠、忽视孩子，甚至因担心

他人的眼光而斥责孩子，可能会让孩子感受

到不被爱、不被在乎，不利于孩子安全感和

自信的建立。

对于年龄大点的孩子，家长可以进行事

后管理，比如跟孩子商定换个地点再聊，暂

时搁置孩子的诉求，或者有限度地满足孩子

的某些诉求，让彼此对抗的情绪先缓和下

来，再倾听孩子的述说。“这样做会让孩子有

界限感，明白家长的底线，知道撒泼打滚是

没用的，同时也慢慢学会接纳、识别和表达

自己的情绪。”刘绍英说。

洞察孩子内心
理性应对不合理要求
如何判断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刘绍英

认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判断：是基于

事实的真实需要，还是“编造”的需要，或是

超出实际需要的过分要求。同时，是否具备

可操作性、是否会伤害到孩子或他人、是否

符合社会规则等，都是父母判断孩子的要求

是否合理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刘绍英表示，对于孩子的合理需求，家长

应尽量满足。如，孩子偶尔想吃冰激凌或炸

鸡，只要选择安全卫生的食品，就无需过分担

心孩子的健康问题。即使有时无法满足孩子

的需求，家长也应向孩子解释清楚，是由于某

些客观原因导致的，并非是孩子自身的问题。

“孩子提出要求的背后，都蕴藏着相应

的情感需求，而对于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家

长应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在这些看似

任性的行为背后，孩子的底层需求是什么。”

刘绍英认为，家长应透过孩子无理取闹、撒

泼打滚等外显行为，洞察其内心世界的情

绪、情感表达。她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进

行分析，孩子不合理要求背后可能想要达到

的5种目的——寻求过度关注或特殊对待、

寻求权利、报复、自暴自弃和寻找刺激。“这

些表现都是出于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自我

实现需求的缺失或表达。”刘绍英说。

因此，采用表里一致或非暴力沟通模式

来处理孩子的不合理要求是最佳方式。刘绍

英举例，比如，当孩子睡前一遍又一遍要求

听故事时，家长应理解孩子此刻的心理活

动，他可能是不困、觉得故事有趣，也可能是

渴望亲子时光、寻求安慰与陪伴，甚至可能

是故意拖延以表达不满或争夺权利。

她建议家长遵循以下步骤进行回应：首

先，处理情绪，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表达对

孩子感受的理解；其次，处理问题，结合孩子

的真实需求，与孩子商量折中、替换的办法，

并坚持底线和原则。

刘绍英提醒家长，要特别关注敏感脆弱

和脾气暴躁的孩子。敏感脆弱的孩子可能内

心想法丰富但不善于表达，家长应及时帮助

其宣泄情绪；脾气暴躁的孩子一点就着，家长

应避免因担心其影响他人而轻易放弃底线。

“父母可以拒绝孩子，但是在拒绝的时

候不应该对孩子的需求进行谴责或批评。如

果家长不想满足孩子或条件不允许，可以坦

诚地告知孩子原因，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

案。这样，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需求

是合适的、表达需求是合理的，也会让孩子

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爱他的。”在刘绍英看来，

只有父母给予孩子充分的爱与支持，才能让

孩子有勇气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坦然地

拒绝别人、接受别人的拒绝。

避开“完美妈妈”的陷阱
■ 王淼

差点误会了女儿
■ 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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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已经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孩子却要求再玩会儿；孩

子都长蛀牙了，每天还吵着要吃糖果；家里来了客人，孩子非

要黏着父母……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让很多父

母头疼不已。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要求，拒绝，怕委屈了孩

子，或伤了他的自尊；满足，又怕把他惯坏了，让他养成不好

的习惯。那么，如何拒绝孩子，才不会成为孩子口中的“坏爸

爸”“坏妈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