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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泠

好家教源于父母的

言传身教

小青和燕子是好友也是同
事。说起孩子，燕子总夸小青的儿
子健健听话、懂事，顺顺当当就考
上了重点高中。而她就没有这等
福气，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亮亮
很淘气，好吃懒做，猫一阵狗一
阵，做啥都没耐心，学习不用功，
脾气还挺拧。燕子说得多了，小青
有时会怼她两句。她认为燕子应
该多从他们夫妻平日里的言传身
教上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埋怨孩
子。

职高毕业后，燕子换过多个
工作，其原因是要么嫌工资低，要
么嫌离家远，要么嫌工作累。22岁
时，她遇到了初恋，两年后登记，
准备走进婚姻。没想到婚礼还没
举行，因为聘礼问题两家产生矛
盾，殃及他们尚不稳固的感情，两
人随即离婚。30岁时，经人介绍，
燕子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普通工
人出身的老公，大男子主义思想
严重，生活中常常对燕子吆五喝
六。燕子觉得委屈，免不了大吵小
闹，她骂老公少爷身子奴才命，挣
不了几个钱，回家还净摆谱；老公
骂她败家娘们儿，又懒又馋不会
过日子。在“一地鸡毛”中出生的
亮亮，虽然不缺父爱和母爱，但这
些爱却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
他既可以是父母心情愉悦时的开
心果，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烦；也可
以是父母心情烦躁时的出气筒，
稍不注意就被斥来喝去，甚至招
致“拳脚之灾”。燕子两口子做事
没常性，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这
些习性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亮
亮。所以，上了学的亮亮成绩时好
时坏，当学习稍一加码就喊累、就

“伸腿”、就烦躁时，燕子认为是孩
子淘气、不懂事，而小青则认为根
源在他们夫妻二人身上。

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小青
童年时就被送到济南的远房姑姑
家寄养。在科研机构工作的姑姑、

姑父对她很好，但是他们家规多、
家教严，刚从农村出来的小青一
开始很不适应，经常偷偷地哭鼻
子，想妈妈。姑姑发现后，让小青
坐在她对面，像和大人聊天一样
告诉她为什么要守规矩，为什么
要养成好习惯，为什么很多事情
要自己动手学着做。长大后的小
青回忆起这段往事，特别感激姑
姑当年对她的教育。可惜工作繁
忙的姑姑，没能过多关注她的学
习，以至于管不住玩心的她初中
毕业成绩不佳，最后只能上职高。
但小青有着阳光、开朗的性格，做
事上进、肯吃苦、韧劲十足，又独
立、有主见。当燕子不断地嫌这嫌
那换工作时，小青却踏踏实实、专
心致志地练手艺。条件成熟后，她
开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美容店，
还让燕子跟着她一起干。如今，她
的店口碑很好，生意也很好。

小青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大
学，所以，好好培养儿子健健考大
学就成了她最现实又最高远的人
生理想。不知道如何培养不要紧，
可以学。小青看了很多书，她还不
断地向身边做得好的家长学习。
一路走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小青，在管教孩子方面，不输于
任何一个做得好的父母。无论是
特长爱好的培养，还是学习习惯
的养成；无论是为人处世的指导，
还是意志品质的磨练，小青从不
放松。家里家外，凡是要求孩子做
到的，她和老公都首先做好。比
如，为了培养健健的阅读习惯，孩
子在家时她这个当妈妈的从不追
剧，而是蜷在沙发上看书。

15年，夫妻俩陪着孩子学吉
他、打篮球、练书法，陪着孩子学
英语、读名著、钻奥数，只要对孩
子成长好的事情，她都会尽心尽
力去做。去年，朝气勃勃、阳光开
朗的健健顺利考入了重点高中。

事业很重要，但教

育孩子更重要

丽莎、丽娜姐妹俩都很聪明、
能干。丽莎上大学学的金融专业，
大学毕业到一家银行工作。要强

的她事事不甘人后，结婚时已经
是单位里的中层干部。她本打算
先好好工作几年再要孩子，没想
到却意外怀孕。在老公和婆婆的
苦苦相劝下，她答应生下孩子，但
条件是不想就此沉溺于家庭琐
事，婆婆要全力帮她带孩子。勤劳
朴实的婆婆一听能保住孩子，已
是乐不可支，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于是，生完孩子不足半年，丽莎毫
无后顾之忧地上了班。为了更好
地专心于工作，奶水很好的她毅
然决然给孩子断了奶。从此，孩子
基本上交由奶奶带。

丽莎升职为支行行长时，儿
子已上初一。一家人发现这个被
爷爷奶奶从小宠溺到大的男孩，
越来越不让人省心。在自己家里
受不得半点委屈，稍不如意发脾
气也就算了，在学校里他竟然也
我行我素，同学说不得，老师管不
得。初一下学期，他开始厌学，说
不去学校就不去。在与班主任沟
通后，丽莎方才意识到“隔辈亲”
溺爱式抚养是儿子问题的源头所
在。她开始求助心理医生、有经验
的老师，期望能改变儿子唯我独
尊、我行我素、乖张暴躁的脾性。
然而，“病去如抽丝”，十多年养成
的习性，哪会说改就改了。初二
时，丽莎不得不接受儿子因无法
完成学业而休学的现实。

与姐姐一样，丽娜也很有上
进心。在一家媒体公司工作的她，
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事业发展
也是前景光明。但与姐姐不同的
是，自从有了儿子小轩，她便把部
分精力无条件地转移到孩子身
上。老人可以帮着带孩子，但只要
下班，她就会亲力亲为照顾小轩。
她还通过学习，结合自己成长经
历中的得与失，抓住孩子心理发
育的关键期，有针对性地教育培
养孩子。她告诫自己，无论在外面
多么不顺心，都不准把不良情绪
带到孩子面前；无论工作多么累，
下班回家都要认真给孩子做饭、
陪孩子吃饭。她叫着小轩一起做
家务、一起跑步、一起阅读，陪他
玩成语游戏、文字游戏，教他做事
要有目标、有计划。上幼儿园大班

时，面对危险，小轩会像个男子汉
一样挡在女生面前；上小学时，在
保质保量完成好作业后，他总有
时间参与妈妈为他设计的各种学
习、娱乐活动；上初中时，他被选
为学校大型活动主持人，为了让
自己穿正装更有型，他饮食上严
格自律，将体重成功降到理想水
平。今年小轩中考，不出意外的
话，他将升入省重点高中。

说起对工作和陪伴孩子的取
舍，丽娜坚定地说：“事业很重要，
但教育孩子更重要。任何事业的
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
败。”

亲子面对面才是家

教的本源

反省管教孩子的失败，丽莎后
悔莫及。如果可以重来，她说一定
会把陪伴、教育孩子作为头等大
事，而不是把孩子完全推给老人。
像丽莎一样，或是为了工作，或是
为了清闲，把孩子推给老人的年轻
父母不少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亲子关系、科学育儿对于孩
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当舒欣向老公刘成提出贷款
在同一小区再买一套房时，刘成
一脸的困惑，他问妻子为什么，舒
欣说让爷爷奶奶住这边，咱们一
家三口搬出去住。“你嫌弃和我爸
妈住一起？可是你没觉着这样咱
们很省心吗？照顾儿子、做家务，
他们基本全包了，还有日常开销，
他们贴补咱们呀！你还不知足？”
刘成对妻子的想法很是不解。“你
说得没错，爸妈的确为我们做了
很多，可是你感觉到我们住在一
起有什么不好了吗？或者说有什
么弊病了吗？”舒欣反问道。

平心而论，舒欣对婆婆非常
感激。结婚时，婆婆家出钱为他们
买了婚房；从她怀孕开始，婆婆就
常常过来帮着做家务；生了儿子
后，为方便照顾他们，公婆带着工
资常住她家，基本承包了家里家
外的所有事情。更重要的是婆婆
对她永远都是和和气气，关爱有
加，人前人后从不挑她的毛病。然

而，婆婆的无微不至、任劳任怨、
默默奉献，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有
弊病。

弊病一，助长了刘成的懒散
和依赖性，淡化了他一家之主的
责任意识。刘成是刘家的长孙，在
重男轻女思想较为严重的老家，
他从小就受到家族的格外关爱。
加上前面有个姐姐，母亲又勤劳
能干，刘成在家务方面基本就是

“四体不勤”。如今虽然成家，但有
母亲在家全职操持，他自然可以
乐享逍遥。

弊病二，祖辈对孙子体贴入
微的照顾和宠爱，不利于孩子心
理的健康发展。守着爷爷奶奶，舒
欣无法依据现代教育理念，按照
科学的育儿方法对孩子进行管
教，稍有惩戒，爷爷奶奶便在一边
替孙子求情，而她又不能一时改
变老人的观念。长此以往，舒欣担
心儿子长“歪”了。

所以，纠结再三，她有了在同
一小区买套房子的想法。这样彼
此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还能方
便相互照顾，关键是趁着儿子还
小，她可以对其好好管教。

听了舒欣的分析，刘成有些
不乐意，但他必须承认妻子说得
很有道理，特别是在儿子教育方
面。其实他也看出了一些不好的
苗头。“可是怎么和爸妈说呢？”刘
成挠着头。“这事还就得你来说，
不能让爸妈误会了！”舒欣信任地
看着老公。

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好孩子
的标准不完全相同。有人认为只
要学习好就是好孩子，有人认为
不惹事，平平安安就是好孩子，还
有人认为品行好才是好孩子。当
然，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差，处事
安稳，品行又好，那他一定是所有
人心目中的好孩子。这样的好孩
子难以培养吗？并不难。关键是看
父母能否身体力行、修身自律，要
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能
否持之以恒把培养孩子的好习
惯、好品行渗透于家庭生活的细
枝末节；能否奖惩有则，不卑不亢
地激励孩子的长处、修正孩子的
不良行为。

《人民日报》微博曾公布了一份“不合格家长”行为自查表，表中总结了10种不合格行为：给孩子特殊待遇、偏袒纵容孩
子、过分注意孩子、轻易满足不合理要求、允许孩子懒散、对孩子边哄边求、事事包办、大惊小怪、剥夺独立、害怕哭哭闹。没有家
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但仅靠“树大自然直”的教育理念，不仅难以让孩子“拔萃”，恐怕“直”也勉为其难难。无数实例
证明，好孩子也需要“管”。如果家长缺乏“做好孩子第一责任人”意识，不能将管教以合情合理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生活的方方
面面，将很难培养出好孩子。

如何培养出“别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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