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挑战不可能》栏目评委
李昌钰博士曾在节目中说，他对一
双儿女要求很严格，孩子儿时不好
好学习会被打手心，犯了错误会被
罚跪。李昌钰的母亲早年守寡，她
含辛茹苦将13个子女全部培养成
了博士。这位伟大母亲的教子秘诀
就是“严格要求”，孩子不努力学习
会被罚跪。看来“惩戒”是李家的教
子家风。值得欣慰的是长大后的李
家子孙无一例外地对严母、严父充
满了感激之情。

李昌钰母子的做法可能会受
到一些人的质疑。“体罚孩子，是亲
爹亲妈吗”“我可见不得孩子受一
点委屈”“孩子快乐就好，别的都不
重要”……这些话常常挂在一些父
母的嘴边。小时候娇生惯养、百般
宠爱，养成孩子吃不得苦、受不得
累的习性，孩子长大后又希望其学
习好、工作好、生活好，这便是一些
家长的真实做法和想法。

一项对全国20多个省市的调
查结果显示，青少年行为问题的
检出率大于12%，大学生心理问
题的检出率大于16%。其中情绪、
人际关系、学习能力方面的问题
尤为突出。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
原因是家长对孩子的放任自流和
过分呵护。

心理学家把爱的表现形态概
括为关心、理解和责任三个层面。

“关心”是爱的最基本层面。父母
不仅要关心孩子的饮食起居，更
要关心其精神生活。可以适当满
足孩子的愿望，但不能一味迁就、
处处满足；做了错事必须制止，甚
至惩戒，不能听之任之。事事由着
孩子的性情，不加约束，放任其行
为，容易养成孩子自以为是、任性
自私、好显摆的性格。现实社会不
可能满足一个人的所有要求。而
一旦在生活中碰了钉子、遇到挫
折，任性的孩子就会觉得别人有
意和他过不去，并会因此发脾气、
偏执、狂躁或者退缩、逃避、抑郁。

“理解”指的是了解孩子的内心，
能以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但这
不意味着唯孩子的意愿是从。理
解孩子是以关心其精神生活为前
提，是能洞悉孩子成长的变化和
烦恼，并引导、监督他们排忧解
难、悔过纠错，陪伴孩子一起成
长。“责任”是更高层次的爱，“养
不教，父之过”，孩子犯错，父母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的家长从小
骄纵孩子，等到不良习惯养成后，
就把孩子往学校一推，说：“这孩
子我是管不了了，交给你们了！”
这是不负责任父母的作为。教育
离不开父母和家庭，如果没有父
母早期良好的教育做基础，没有
家庭教育的大力配合，学校和老
师也难以教出优秀的学生。

从来纨绔少伟男。当你一味追
求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快乐就好
时，别的父母已教孩子养成了爱读
书的习惯；当你的孩子饭来张口衣
来伸手时，别的孩子已经被父母训
练得爱劳动，能做一些家务了；当
你舍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时，别的
父母正在对孩子进行磨难教育，以
培养他坚毅的品质。两类孩子的成
长轨迹慢慢形成“剪刀差”时，其未
来的发展方向也可初见端倪。

李昌钰及母亲对孩子的体
罚，不是虐童，而是对孩子良好行
为习惯养成过程中过失的一种惩
戒，是一种大爱。这种惩戒必须自
幼开始。惩戒的结果是塑造了孩
子好的品行，提高了孩子的学习
成就，是孩子成才后回头对父母
的感激。

惩戒是一种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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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已经60岁了，不是逼到万
不得已的份儿上，我是开不了这个口，
说出来，太丢脸了。可是，不说出来，我
这心里又太痛苦了，心都在流血。

我就一个闺女，周围认识的人，
都夸我那孩子，长得好，人也好，工作
也好，可就是感情不顺利，一拖再拖，
年龄到了，后来在电视台的相亲节目
上，认识了一个男人，离了婚，都40岁
了，我闺女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

据说，他离婚的理由是前妻出轨
了，他呢，有文化有教养各方面能力
也很不错，当时，车子房子孩子都给
了他前妻，我闺女还挺同情他，两个
人聊着聊着，就结婚了。我们做父母
的，能说什么呢？只要他们俩你情我
愿，好好过日子，就行。

这不，才结婚，他单位提干，要去
外地锻炼个一年半载的。我闺女说，
咱不能耽误他前途，二话没说，就同
意他去外地了。他这一走，就是六年。
头两年，闺女刚生孩子，一个人又上
班又带孩子，吃喝拉撒，他从没过问
过。孩子生了病，发高烧不退，脸烧得
发烫，半夜跑到医院打吊针，打到凌
晨2：00多才回家，闺女一整夜没合眼，
守着孩子。

就这么忙，这么累，到他生日，闺
女还熬着夜，亲手给他绣十字绣。天
冷了、热了，都叮嘱他注意身体。家里
老人这边，也是闺女跑着，他父亲就
亲口和他说，我闺女哪儿都好，咱们
不能对不起人家。

可是，他是怎么对我闺女的呢？
隔了老长时间，回到家里，就跟大爷
似的，孩子饿了哭闹，他不说抱一
抱，逮着孩子就是一巴掌，打得我们
这做老人的心疼啊，孩子见了他都
打哆嗦。可我们还不能说他，还得故
意装聋作哑，看他好不容易回来一
趟，赶紧买菜做饭，想着给他弄一桌
他爱吃的饭菜。

就是这样，他还不满足，竟然闹
着要离婚，咱孩子哪儿不好呢？是长
得不好，还是哪儿做得不好？是对你
老的不好，还是对小的不好？还是对
你有一丁点不好？他说，都好，就是两
个人感情不和。

我们不同意离婚，他就态度强
硬，直接起诉离婚。这时候，他已经是
个有权有势有身份的人了，手段也厉
害，我闺女猜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
可是，咱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又
没抓住什么把柄，你能有什么办法？

强扭的瓜不甜，留是留不住，那
就离吧。他呢，还想要孩子，可你一天
没抱过孩子，你又是这么个没人性的
人，我们能把孩子给你吗？最后，法院
判了孩子归我们，他每个月给抚养
费，可是，到现在，他一分钱也不出。

他们还有一套房子，是他们单位
房改的房子，他在外地，房子装修，连
一个螺丝钉都没买过，离婚时，法院
判了他占七成，我闺女占三成，但现
在，这个房子还是我闺女和孩子住
着，因为孩子今年刚上小学，那房子
是学区房，按学校规定，孩子还在上
学，六年内，不能随便把房子卖了。

可这是亲爸爸吗？他自己不给一
分钱抚养费，他现在成天逼着我们，
要么搬走，要么给他钱，还态度专横，
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这么多年啊，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就买不到他
的良心呢？就是陌生人，也不会这么
无情无义吧？

你让我闺女娘俩搬出去，他们往
哪儿搬呢？闺女一个月工资5000多元，
租个房子2000多，还得吃喝吧，还得教
育孩子吧，你一个铜子儿都不给，孩子
的心灵已经很受创伤了，很苦了，你还
逼着他们，你让他们还怎么承受？

我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既然
你是这么有文化有权势的人，还这
么不讲理，咱逼急了，就挂个牌子上
他单位去，你不是只要面子不要脸
吗？咱们就干脆撕破脸皮，看你能怎
么治我？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副教授、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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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红女士叙述的经历的确挺
让人憋气、窝火的，尤其是做家长
的，肯定会为自己的孩子鸣不平。
但是，事已至此，大家能做的，也
只能是接受这已经既成事实的结
果，然后分析一下事情的原委，接
受该接受的教训，以免今后再次
遭遇此类事情吧。

首先，魏女士女儿的选择是
自己做的，当时的情况可能也只
有她自己才清楚。比如，她当时喜
欢对方的究竟是什么。或许，当时
的情况下，尤其在电视里相亲，大
家当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
现出来，这里面难免会有修饰的
成分。再往后，接触的时间不长，
还没把掩饰的外衣剥去就结婚
了，为婚姻埋下了隐患。接下来，
有了孩子，老人过来帮忙，小两口
两地分居，而且是六年！这无疑是
对这段原本就没有稳定下来的婚
姻最大的影响了。这个男人身上
(从他后来的表现分析)表现出了
自私的特征，或者说他从不考虑
别人的感受，做任何决定只从自
己的需要和想法出发，不考虑他
人。他的前一次婚姻失败很难讲
和他的这些特点没有关系，其结
果可能是前妻出轨，但有没有可
能也是因为他的忽视和不关心引
发的呢？

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一
段婚姻的结束，其原因很复杂，魏
女士不必再去纠结自己的闺女到
底哪里不好，“咱孩子哪儿不好
呢？是长得不好，还是哪儿做得不
好？是对你老的不好，还是对小的
不好？还是对你有一丁点不好？”
而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不是说你
的闺女“长得好，人也好，工作也
好”就应该会有美满的感情归宿。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导致婚姻
幸福与否的原因很复杂，与选择

有关，与人生观、价值观、人格、品
行等很多因素有关，尤其与自己
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模式相
关，更不会因单方面一味地付出
而获得婚姻的幸福。相反，一方越
是担负得多，另一方的责任感就
会相应地减小。久而久之，其中的
一方就会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
应当，而付出的一方也会因心理
不平衡而心生怨气。

至于离婚后的财产分配、孩
子抚养问题，那都是破裂婚姻的
副产品，大家既然撕破脸皮，走到
了起诉离婚的地步，肯定会尽最
大可能争取自己认为合适的利
益，一个在婚姻存续期间都不为
你考虑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在离
婚后变得通情达理呢？所以他的
后续表现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在
人际关系调试中有这样一个“黄
金规则”，就是“我希望别人如何
对我，我就如何对待别人”。说的
是，我想和别人搞好关系，首先要
从自己这里做好。可是“反黄金规
则”是绝不成立的，也就是“因为
我对别人很好，所以你们也要对
我好”这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对别
人好，是你自愿的，别人对不对你
好，你是没有办法和权力去约束
的。魏女士认为“这么多年啊，我
们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就买不到
他的良心呢？就是陌生人，也不会
这么无情无义吧？”这个想法，就
类似是希望“反黄金规则”成立，
这并不是说你的希望不对，而是
你的希望只能是希望，而他不这
样去想、去做，烦恼的就只能是你。
控制自己所能控制的，放弃自己无
法控制的。建议魏女士及其家人在
这种情况下，抓紧咨询一下律师，
通过法律的途径，保证女儿及外孙
应有的经济及法律权益，而不能指
望对方变得有情有义。

坚持自己能够控制的
放弃自己无法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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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媛(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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