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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独生子女当父母，面对两个娃争宠有点没招

家家庭庭教教育育早早跑跑偏偏，，二二孩孩只只是是诱诱因因

要要让让““老老大大””
有有独独享享的的东东西西

在齐鲁晚报慧爱父母学堂上，有一位妈妈曾公
开问，她的大孩子上幼儿园大班，小孩子两岁半，一
起玩的时候俩孩子挺好，但总会为了争爸妈的“宠”，
大孩子打小孩子。她是独生子女，没有太多的经验处
理两个孩子的关系，特别发愁。

我想，就像这位妈妈，已经或计划生“二宝”的父
母很多是独生子女，并没有太多经验处理两个孩子
的关系。如果两个孩子都如此敏感地“争宠”，一般是
父母给予孩子的资源明显不均衡了。

前不久，我外出时看到，一对年轻的父母抱着
“二宝”在前面走，“大宝”跟在后面一边跺脚一边嚷
着要“抱抱”，但这对父母根本不理孩子，这个时候的

“大宝”很容易有爱被剥夺的感觉，也许就会将愤怒
的情绪发泄到弟弟妹妹身上。

心理学中有句话，愤怒的前提一般是被伤害和
恐惧。在这个例子中，孩子也许就有了被伤害的感
觉，他害怕父母不再爱他了。

无论你是否承认，“二宝”的到来确实是对父母
之爱的分享，当孩子不愿意让父母生“二宝”的时候，
家长首先要理解孩子，如果孩子没有感觉到足够的
爱、安全感不足，这时就会产生爱被剥夺的感觉，不
让父母生，或者欺负已有的弟弟妹妹。

即使你是独生子女，这种感觉也不难体验，想想
在工作中，如果公司的规则不明确，领导又主观地偏
向另一个同事，你是不是也心中充满了愤怒？

你可能会说，大的让着小的不是自古以来的道
德原则么？比如，“老大”喝着一瓶好喝的饮料，你让
他让给弟弟妹妹喝，他自己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这种让出就会对他造成被剥夺感。道德也是要建立
在基本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

再就是，要让“老大”有独享的东西。例如要有单
独陪伴“老大”的时间，和他一起玩、去上辅导课等，
不 要 让 老 大 觉
得，时刻都有老
二在旁边分散父
母注意力。当孩
子有了足够安全
感时，一般都会
乐于分享。

不要只是嘴
上说爸爸妈妈一
样爱你们，要在
行动上体现。父
母 要 学 会 培 养

“老大”的成就
感，可以用以前
的照片告诉“大
宝”，他小的时候
也是被这么照顾
的，现在他已经
有了和父母一起
照 顾 别 人 的 能
力，是很了不起
的。 本报记
者 陈晓丽 唐
圆圆 整理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唐圆圆

不到三岁的娃担心
妈妈不再喜欢她

济南辣妈文文有两个可爱
的孩子，大宝今年四岁四个月，
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小宝是
个一岁四个月的小男孩儿，两
人差了正好三岁。

在备孕期间，文文就开始
给大宝做铺垫，让大宝接受小
宝的到来。但两个孩子之间的
争夺往往在日常点滴中，父母
也因为忙碌事多，精力不济，没
有意识到自己对大宝的忽略。

文文刚生完小宝在家做月
子的时候，大宝每天也会陪在
左右，但到了晚上，大宝就会由
奶奶带回去照顾。“有一天，大
宝突然问，‘妈妈，你以后是不
是就不喜欢我，只喜欢他了？’”
文文说，当时她惊讶没过三岁
生日的大宝能说这些话，之后
她又难受不已。

孩子虽小，但却很敏感。不
少家有两宝的父母们都有这样
的困扰：每次出门，外人总会夸
小宝，注意力也都在刚出生的
小宝身上。其实这时，大宝也默
默地很想要得到关注。

“有次在饭店吃饭，旁边的
人上来就夸小宝，大宝在旁边
听着，什么也没说。等人走后，
大宝哇地一声就委屈得哭了。”
文文说，当时她一下子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儿，也很心疼大宝。

“我只能耐心告诉大宝：人
家夸弟弟就是夸姐姐，因为姐
姐帮，弟弟才这么好。弟弟表现
不好，也是姐姐带得不好。”不
断给大宝灌输这样的想法，文
文说，现在别人再夸小宝的时

候，大宝也能接受了，因为她会
觉得是自己做得好。

别一厢情愿地认为
孩子长大就好了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在济
南市历下区第三实验幼儿园门
口，发生了这样一幕：已经读大
班的当当（化名）被爸爸送到幼
儿园后，突然开始放声大哭，抱
着爸爸的腿就是不让离开，老
师和爸爸一起哄了很久，当当
才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幼儿园。

后来老师家访才了解到，
当当的妈妈因为即将生育二
宝，提前住院待产，奶奶也跟了
过去。不明白情况的当当，认为
爸爸妈妈都不想要她了，所以
当妈妈不在家、爸爸把自己送
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了被抛弃
的感觉。

济南市历下区第三实验幼
儿园园长张悦表示，如今幼儿
园孩子的父母多数都是“8 0
后”，其中独生子女占了很大比
例，自身并没有和兄弟姐妹相
处的经验。因此，面对两个孩子
之间的问题时，处理起来更加
束手无策。“有些父母也有不作
为的惰性，只是简单粗暴地教
育，或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孩子
长大就好了。”张悦表示，“父母
也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家
庭教育能力。”

“并不是二宝的到来才造
成了家庭教育的难题，其实
在此之前家庭教育可能就已
经出现了偏差，二宝只是诱
因而已。”因此，张悦指出，

“当孩子表现出抗拒弟弟或
妹妹时，除了及时引导，家长
一定要从自身找问题，不要
一味指责。”

帮妈妈带二孩
老大变得更懂事

在山师大附属小学雅居园
校区，有“二宝”的家庭已占到
了相当大的比重。执行校长马
红梅说，其实不像网传的孩子
们成立“反二胎联盟”那样，多
数孩子还是非常期待家中弟弟
或妹妹到来的。

马红梅的女儿10岁了，也
非常期待家中有个伙伴，为了
弥补女儿的遗憾，他们家养了
一只狗，女儿会常常与狗狗过
家家、说话、分享零食。她说，孩
子找一个能经常见面的同龄伙
伴很难，即使亲戚家有同龄的
孩子，见次面也不容易，何况手
足亲情对于孩子成长是不可取
代的。她观察，家中有兄弟姐妹
的孩子在与人交往中更加主
动，包容性更强。

济南妈妈李女士的大儿子
今年上一年级，小女儿5岁正在
上幼儿园。对于李女士来说，生
了二孩后，日子非但没有更劳
累，反而有点轻松了，因为老大
和老二处得特别融洽。

“老大知道要有老二后就
很高兴，我怀孕时，他每天都要
趴在我肚子上听听。”李女士
说，老二出生后，两个孩子都是
自己带，在两个孩子成长过程
中，老大替她分担了不少照顾
老二的职责。

李女士说，只要老大能做
的事情，她都会放手让老大去
做，比如让老大带着妹妹玩，给
妹妹喂饭、穿衣等。“之前老大
性格挺内向，有了妹妹后，他就
比之前好了不少，而且变得比
同龄的孩子更懂事了，特别能
理解人。”

有了二宝后，大宝的心理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资料片)网络图片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越来越多的父母正准备或者已升级为两个孩子的爸妈。与此同时，家
庭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些父母发现，有了二宝后，原来乖巧的大宝也变得不让人省心，甚至会
故意欺负弟弟或妹妹。作为生育二孩主力军的“80后”，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本来就没有兄弟姐妹相
处的经验，面对大宝二宝同时争宠，显得更加束手无策。

成长那些事

山东大学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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