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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里看家教

孩孩子子打打架架，，爸爸爸爸单单挑挑
济南 罗可乐

常带一岁多的儿子去泉
城路一家游乐场玩。这个供
不同年龄段孩子狂欢的儿童
世界，是个观察父母及长辈
教育方式的窗口。

大多数父母会在孩子玩
耍时教给孩子勇敢、分享等品
质，但一些家长的作为常常让
我感到疑惑。他们并非不知

“家教”，闲聊时也常谈育儿
经，却在一些状况下，忘了自
己刚刚的高谈阔论，在孩子面
前亲身示范了反面教材。

游乐场里的大多数父母
都注意在孩子的游戏中趁机
教育：跌倒不哭，自己勇敢爬

起来、学会分享玩具、注意保
护比自己小的宝宝。

当然也有例外。一次在
海洋球里，女孩A打了女孩
B，她妈妈没有制止，反而说：

“你再打小朋友就让大家都
来打你。”倒成了另一种“以
暴制暴”的教育方式了。

没想到女孩A不听劝反
而又打了女孩B，女孩B的爸
爸实在看不过去，说了女孩A
几句。结果，女孩A的妈妈和
女孩B的爸爸开始争执。

这时，一个高大的男子
冲了过来，嘴里说着极具攻
击性的话，撸起袖子就要揍
女孩B的爸爸，叫嚣出去“单
挑”。这一切都被女孩A看在

眼里，这个冲动的男子就是
她爸爸。

现在的年轻父母大多工
作繁忙，不少爷爷奶奶帮忙
带孙子，隔代教育便成了问
题。相比较大多数年轻父母，
一些老人不太有遵守社会规
则的意识。

穿开裆裤的孩子进游乐
场需穿纸尿裤。一对母女带着
2岁多的男孩进场时发现忘带
纸尿裤，妈妈出去买，姥姥带
着外孙在门口等。一会儿，姥
姥央求工作人员希望能先进
去，遭到拒绝后悄悄溜了进
去。5分钟后，姥姥突然抱着孩
子就往门外跑，一边跑孩子一
边尿，还没到门口就尿完了。

济南 王培丁

儿子今年四岁了，平时非常调
皮，经常故意捣乱。一次儿子刷牙
时故意把漱口水吐得满地都是，我
们警告他之后根本不管用，他反而
觉得好玩，又跑到客厅把水吐到了
沙发上。老公见状忍不住揍了儿
子，儿子马上变乖了。

事后我和老公反思我们的教
育方法，虽然棍棒教育当时起到了
作用，但长期看利大于弊。可是我
们有时面对根本讲不通道理的孩
子好像除了揍也没别的办法，到底
该不该打孩子？

我和老公决定仿照古人的“家
法”。和儿子一起制定“家法”，明确
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做错了
首先给予提醒，如果执迷不悟就要
接受家法惩罚，方式就是用小棍狠
狠打手心三下。因为是家法，我和老
公犯了错误也要受到惩罚。

毕竟儿子还小，他还不会管理
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忍不住犯了
错误，但他马上就会说：“妈妈我自
己拿小棍打手行吗？”

四岁儿子自请家法

“妈妈我自己拿
小棍打手行吗？”

网友 慧欣

家有小女年方十岁，本着女
孩要富养的原则，我们一直在物
质上尽量去满足她。但我家的经
济状况也就算小康。因为我们给
孩子的家训是“予人玫瑰，手有余
香”，孩子从小也乐于分享。

可问题也出在这里，附近的
一个小女孩跟我女儿同岁，俩孩
子常在一起玩。起初我觉得没什
么，结果一年多过去了，我才发现
女儿的花销越来越大，有时一天
要花二十几块钱。我问后才知道，
跟她玩的那个女孩平时没有零花
钱，让我女儿天天给她买东西，一
不给她买，她就说不跟我女儿玩。

附近的超市老板告诉我，那
个小女孩经常带我女儿去他那里
买吃的玩的，都是我女儿买单。有
一次对孩子发火，告诉她跟人分
享也要分情况，太小气只想占便
宜的人就不和她玩了，可是我女
儿居然说：“她也给我买过糖吃
啊！”弄得我也无语了，毕竟孩子
能有什么错呢？我不知道怎么跟
孩子去转这个弯。这种情况我要
怎么跟孩子沟通呢？

“富养”女儿

遭遇小气玩伴

@齐鲁晚报：如果您的孩子
在班里被同学打了，您会不会告
诉孩子要还手？

@滴孟宝贝：我教育儿子永
远不做第一个动手打人的人，如
果同学先动手，那么就要打回来，
作为男生不能够一味忍让，否则
这个现实的社会不会埋单！

@济仁慈善基金会：如果孩
子理直气壮，应该教他学会还手，
其一，这可以很有效地惩治恶势
力，其二，树立孩子的是非观，明
确什么是对的。一味忍让只会助
长不正之风。

@太理想不可触：若孩子被
同学打了，家长不该教孩子去以
手还手以脚还脚。应该让孩子告
诉老师和家长，让大人们来处理。

@quyuzhi1991：被打说明自身
不够强大，要教小孩子如何保护
自己。锻炼孩子的用脑能力，很多
事情靠智慧而非武力。

@济南雪樱：我会和孩子以
情景剧的方式还原当时场景，让
孩子从中明白一些道理。

本报深读周刊
即 日 推 出“ 齐 鲁 世
家”系列报道，相较
于2 8个山东文化世
家，齐鲁大地千千万
万的普通家庭，亦有
各自的平凡家风。

宽仁、分享、守
矩……这些传承千
年的美德，靠着长辈
的言传身教继承下
来，成为无数个体安
身立命的道德法则。
然而，不少家庭在家
风的传承——— 家教
中遭遇困惑。

宽仁与易欺，分
享与吃亏……不少
父母在教育孩子时
吃惊地发现，传承家
风变得越发困难。本
期“我的报”请各路
家长讲述家教之惑
和应对之法。

亏不亏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
心理咨询师陈绪清：孩子被打了，
一定会感觉很委屈。父母首先应
该询问孩子被打的经过，平复孩
子的心情，让孩子感受到被关心
爱护。其次，父母要分析孩子被打
的原因，但应注意一定不能够片
面，不能完全站在自家孩子立场
上。“孩子被打有很多原因，可能
是因为争抢玩具，可能是因为小
摩擦，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孩子有
一定的侵略性，家长应该针对不
同的原因教育孩子如何与他人相
处，而不是单纯告诉孩子该不该
还手。” 见习记者 陈晓丽

比还手更重要的

是教孩子与人相处

专家之言

男孩女孩都应

从精神上“富养”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咨询
科副主任医师郭公社 :男孩穷养、
女孩富养是流行说法，但不一定
对。富养并不意味着在物质上满
足孩子，更多的应是精神层面，比
如家长应该教育孩子有爱心，有
同情心。很多家长对孩子富养，但
是却保护过度，导致孩子不懂得
与别人相处。例如，近日网上热传
的一个孩子父母因为孩子想要饭
店里装饰用的气球，店员不同意，
父母就与店员起了争执，最后砸
下一万块钱要买下店里所有的气
球。这就不是富养，而是对孩子的
纵容，不利于孩子成长。

见习记者 陈晓丽

孩子被打
还不还手

话题

打不打

专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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