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未了A09-A11

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曾琳 美编：牛牛长长婧婧

书本上的ABC折

断了孩子想象的翅膀
想一下，一个孩子初涉世事时

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这是什么？这
是为什么？儿童的天性是好学好问
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学习
的热情。实际上这种好奇好问的天
性说到底就是一种渴求知识欲望
的“幼芽”，且这株幼芽十分娇嫩、
脆弱。如果能得到精心保护，科学
地为之“施肥浇水”、“除草灭虫”，
就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如果保护不
当，就会使之遭到摧残，甚至被扼

杀。
在成长的过程

中，到底是什么让孩
子失去了探索的精
神，失去了学习的热
情，甚至对生活都失
去了兴趣？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其中说
到，1968年，美国内华达州有一位
叫伊迪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
她认识礼品盒上“OPEN”的第一个
字母“O”。这位妈妈非常吃惊，问
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薇拉小
姐教的。”

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一
纸诉状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劳拉三
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
儿园剥夺了伊迪丝的想象力，因为
她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
说成是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
的圆形东西，然而自从劳拉三世幼
儿园教她识读了26个字母，伊迪丝
便失去了这种能力。她要求该幼儿
园对这种后果负责，赔偿伊迪丝精
神伤残费一万美元。

三个月后，此案在内华达州立
法院开庭，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
劳拉三世幼儿园败诉，因为陪审团
的23名成员被这位母亲在辩护时
所讲的一个故事感动了。她说：我
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
园里见过这么两只天鹅，一只被剪
去左边的翅膀，一只完好无损。折
翅天鹅被放养在较大的一片水塘
里，完好的一只被放养在一片较小
的水塘里。当时我非常不解，问那
里的管理人员。他们解释说，折翅
天鹅无法保持身体平衡，飞起后就
会掉下来；小水塘里的天鹅，虽然
翅膀完好，但起飞时会因为没有必
要的滑翔路程，而只能老实地呆在
水里。当时我非常震惊，震惊于东
方的聪明和智慧。可是我也感到非
常悲哀，为两只天鹅感到悲哀。今
天，我为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
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劳拉
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
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
膀，他们早早地把她投进了那片小
水塘，那片只有ABC的小水塘。

孩子认知发展的动力是好奇

心，维持孩子对存在的事物感兴
趣，最关键的是允许他自己琢磨，
不要过快地把结论告诉他。而在中
国，很多孩子很早便学会了写字、
算数、背诗。然而，上了小学以后，
那些所谓开窍极早的孩子并没有
变得很优秀很出色。这种“填鸭”式
的学习，剥夺了孩子探索体验的机
会，也消磨了孩子的求知欲望和学
习兴趣，很多孩子在求学路上便出
现了逃学、厌学的情况。

也有不少家长，惟恐孩子学习
不好，总是不断地在孩子的学习上
加码，导致孩子丝毫感受不到学习
的乐趣，甚至感受到学习的压力，
认为学习是痛苦的。试想，从幼儿
园到高中毕业，一个孩子在校学习
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如果孩子在
学习上感受不到乐趣，那孩子的学
习生活将变得多么难熬啊！其实，
保护孩子的学习热情，远比让孩子
多学习点知识重要得多。那么，家
长如何才能保护孩子的学习热情
呢？

帮助孩子找回学

习的热情
●帮助孩子找到学习动机：我

们知道，有了需要才能产生动机，有
了动机才能产生行为。一个孩子之
所以学习不好，我们首先应该考虑
的是孩子的学习需要和动机。

一个孩子不爱学习特别爱玩
枪，更爱玩网络杀人游戏。

父子俩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父亲：“你这么爱玩枪，将来准

能当个军事家。”
孩子听了高兴极了，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爱玩枪，我
就是想当个军事家。我要用
智慧打仗，准能百战百胜，我
要发明武器，让子弹能拐弯，
追着敌人跑。”

孩子正在吹牛的时候，
父亲说：“将来你考不上军事
院校，我想这个军事家的理想可就
吹了。”孩子问为什么。父亲说：“现
在的军事家可不是当年的土八路
了，都要军事院校毕业。”话到此为
止，孩子会明白，要当军事家，现在
就得好好学习。

所以，作为家长，只有帮助孩
子找到学习动机，才能让孩子以持
久的学习热情投入到学习活动当
中。

●提高孩子的意志品质：20世
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
教授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

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关于“延迟满足”
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在斯坦福大学
校园里的一间幼儿园开始的。研究
人员找来数十名儿童，让他们每个
人单独呆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
把椅子的小房间里，桌子上的托盘
里有这些孩子爱吃的东西——— 棉花

糖、曲奇或是饼干棒。研究人员告诉
他们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或者等
研究人员回来时再吃还可以再得到
一颗棉花糖作为奖励。他们还可以
按响桌子上的铃，研究人员听到铃
声会马上返回。对这些孩子来说，实
验的过程颇为难熬。有的孩子为了
不去看那诱人的棉花糖而捂住眼睛
或是背转身体，还有一些孩子开始
做一些小动作——— 踢桌子，拉自己
的辫子，有的甚至用手去打棉花糖。
结果，大多数的孩子坚持不到三分
钟就放弃了。“一些孩子甚至没有按
铃就直接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则盯
着桌上的棉花糖，半分钟后按了
铃”。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成功延迟
了自己对棉花糖的欲望，他们等到
研究人员回来兑现了奖励，差不多
有15分钟的时间。实验人员又对这批
孩子在14岁和在进入工作岗位后的
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晚吃糖
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成绩比早吃糖的
孩子平均高出120分，而且意志坚强，
经得起困难和挫折，更容易取得成
功。

家长可以创造性地运用这一
实验，不断提高孩子的意志力。比
如孩子出去玩累了，不想走了，你
不要马上让孩子休息，而是告诉孩
子，如果你再坚持走50步，那么你
就是一个善于挑战自己的勇士；再
比如带孩子去爬山，半路上孩子口
渴了，可以要求孩子坚持一下，等
爬到山顶上再喝，在山顶一边喝着
水，一边欣赏脚下的山色，内心里
会产生一种胜利的喜悦等等，办法
很多。如果孩子按照你的要求做到
了，别忘了立即祝贺孩子，并且由

衷地夸奖孩子。
●为孩子提供成功的

机会，让孩子真切地看到自
己的进步：经常有家长反映
孩子不愿意学习。其实，孩
子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孩
子长期从学习中没有得到
成 功 感 而 放 弃 了 努 力 。所

以，家长一开始一定要把孩子的
目标订得低一点，让孩子每天进
步一点点，让孩子真切地看到自
己的成功，以不断体验到“成功”
的愉快情绪。

●多鼓励和肯定孩子，提高孩
子的自尊和自信：心理学研究发
现，一个经常得到家长鼓励和肯定
的孩子往往表现得更有自信。比
如，孩子考了倒数第一，他是多么
需要家长的鼓励啊！家长完全可以
告诉孩子：“孩子，考倒数第一只能
说你暂时落后于班里的其他同
学，但是，你知道吗？今后的路上
你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了，下决心
在下一次考试中超过你前面的三
个同学！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这样，孩子会受到莫大的鼓舞，
他会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家长对
他的理解和肯定。

曾作为案例出现的某君以及读者某
君、不止一人吐槽，说这专栏“打着男人旗
号，为女人说话，变着花样‘教唆’男人对
女人好”。啊，被识破了，果然都是聪明男
人。可对女人好这事何须“教唆”？越是真
正的CLEVER MAN越明白，花点功夫掌
握相处之道是值得的。对自己的女人好且

“好在点儿上”，近期收益是“省心”——— 不
至于费力不讨好，也不用在“爱不爱我”的
无谓争执中浪费时间；而长期收益是“成
熟”——— 让你的女人成熟起来，成为更好
的人生伴侣，给你更美妙、更丰富的体验。

“成熟？我看是要惯坏了。”
“再说成熟有什么好，不就是老了？”
诸君纷纷疑议。
呵呵，真要能把女人“惯坏”，那是你

的本事。难道你没留意过，社交场上，成功
人士才会炫耀这个。至于成熟的好处，请
想象一下，你的女人不查微信、不乱花钱、
不唠叨、不抱怨、内心始终以你为重、听得
懂你说什么、一见你就微笑……

“这……可能吗？”诸君的疑问表情
中，露出憧憬。

当然。女性是要在婚姻中、在性与爱
的熔冶中、在现实与梦想的交集中逐渐成

熟的。成熟的意思，不是驭夫手段高超、斗
小三经验丰富，也不是天天自灌鸡汤广晒
幸福，或“看破红尘”超然物外，而是，真正
了解并喜爱自己的女性角色、在婚姻中的
角色，找到夫妻之间、两性之间和谐相处
的方式，在生活中保持独立、宽容，内心安
定而愉快。和这样的女性共度人生，不但
轻松，更充满能量。但是，成熟未必与年龄
增长同步，确实有很多女人没成熟就老
了。所以男人得成为“催化剂”，用你对她
的好，换她的成长与成熟。

“我做的那些还不够吗？”从善如流的
诸君进一步询问。

如果她还没有变得理想，那就不够。
可惜我们没法在一篇文章、一个专栏里解
决所有问题，只能沿着成长内在的规律给
出些许建议，相信每一位聪明男人自会运
用得宜。想想看，能做到下面这五件事吗？

一、告诉她你要什么、你在做什么
女人婚姻中的焦虑，仔细想想，多半

都源于对男性的未知。告诉她你的目标，
尤其是其中与她相关的部分，她会由此得
到最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女人变得平
和、宽容的必备基础。也不妨和她分享你
正处于什么进程，告诉她你的困扰，试着

体会共同规划的乐趣。这事儿开始得越早
越好，开始越早，越有助于形成价值观、品
位和信息同步的默契。太晚的话，晚到某
一天，你说，她也听不懂了。

二、与她保持联络
就算她暂时或已经“听不懂”，也不要

因此而疏远她，至少记得与她联络。无论
工作、应酬、出差还是“分开旅行”，随时给
她一个讯息，免去她的“查岗”之苦。放心，
这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丢人或累人，只是
个习惯而已。而女性会在你的这种习惯中
放松下来，不再时时警惕、处处追踪，你们
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得轻松。

三、帮她发现、构建自己的世界
若希望女人成为出色的“队友”，除了婚

姻，还得让她在自己的世界里成长。所谓自
己的世界，不仅包括工作以及与工作相关的
人际关系，还包括兴趣、学习的渠道和排解
压力的空间。她的世界和你的世界，应该品
质相当、彼此独立而又有所重合。所以，在告
诉她你要什么、你在做什么的同时，记得询
问、提示“她要什么、她做什么”，让她敢于尝
试或变化，你会得到丰富而有趣的回报。也
只有两人形成交替式的提升与相互激发，才
是最健康、积极的关系。

四、表现你对她的“依赖”
发展心理学中谈到不同生命周期中

两性心理模式的变化：从青春期开始到中
年的前半段，男性比女性更爱充当支配
者，但成年后，婚姻生活越长久，女性的支
配感就越强。尤其当年岁渐长，男性的衰
老往往比女性更快，在一对年龄相仿或男
性略为年长的伴侣之间，男性对女性的依
赖会越来越深。不用不好意思，把这种依
赖表现出来吧，适当激发出她的母爱，不
但会令你们的关系稳固，还会促使她变得
更温柔、更包容。

五、终生赞美她
我们之前说到过“阳性强化法”，正面

的鼓励，会让哪怕最微小的优点固化下
来，成为稳定的特征。所以当你的女人表
现出任何一点点你喜欢的、你想要的东
西，请不要吝惜你的赞美，用这种方式巧
妙地修正她、暗示她、塑造她，你终将得到
你心中的最美。

当她成熟时，多么值得期待的时刻。
生命的成长，化入婚姻的圆融，是一场漫
长而深刻的“双修”。投入其中吧，别犹豫，
当她取得成果的时候，作为男人的你，也
将拥有同样的收获。

蒋硕 （婚姻心理咨询师 “青未了·心理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新浪微博@Serena的时光教室）

“聪明男人”

系列(8)
当她成熟时

孩孩子子的的
学学习习热热情情哪哪去去了了？？

开学已有两个多月了，我们不断接到
中小学生家长的咨询电话。这些家长都表
现得很焦虑，倾诉自己的孩子学习劲头没
有了，不愿上学了！学够了！有的甚至逃学
在家，除了看电视、上网，就是睡觉……家
长心中着急而又无可奈何，搞不清楚孩子
为什么不愿学习了，做父母的又存在哪些
教育或引导不当的地方？

文/刘冬燕(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培训部
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

孔屏(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应用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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