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界线在哪里

■林朵拉
德国有个传统， 小朋友在上小学的第

一天会得到一个大大的圆锥形 “入学袋”，
里面一般有各式文具。必不可少的是甜食，
比如小熊糖，寓意着校园生活的甜蜜开始。
去年 9 月， 凯就抱着这样一个入学袋美滋
滋地跟着我去参加入学仪式了。

“让这袋甜甜的祝愿，让开学第一天甜
甜蜜蜜！”儿歌唱得轻松愉快，但未想这大
半年，各种烦恼和焦虑蜂拥而至，迅速将我
推入“熊孩子家长”的漩涡，至今仍未挣脱
出来。

大概是开学两个月后， 老师在与家长
联系的“妈妈手册”上写了第一封批评信。
大意是最近一段时间凯在学校里不太遵守

纪律，希望我们和他好好谈谈。我们了解的
情况，和后来与老师约谈得到的信息一致：
凯比较淘气，经常有上课讲话、课间吵闹，
被老师批评也不改正等状况。

一番批评教育之后，风平浪静了一阵。
但好景不长，去年 12 月第一周的批评信把
我给吓了一跳。 老师说凯今天课间踢输了
球，“不仅冲同学吐舌头还竖了中指”，“请
务必跟他强调，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我立马把他揪过来，问为什么，跟谁学
的？“M，还有 E 呀，因为他们都对我这样。”
凯见我怒气冲冲， 怯生生地问：“这个是不
好的意思，对吗？”对，所以绝对不可以再做
这种骂人的手势，不可以讲不文明的话，明
白吗？明白。

并没有明白。之后一周，啪啪连来两封
信，差点把我给气背过去。一是和 E 两人
课间在洗手间故意狂按冲水钮， 把地面都
弄湿了；二是跟着 M 和 E 两人去打架。

这段时间我一直就在头疼这个问题。
凯近两个月在学校里经常跟 M 和 E 两个
小朋友一起玩， 有时在家也会念叨一些我
们听不懂但看表情就知道不是好话的短

句。问凯说什么，他就不好意思地低头说，
土耳其语的骂人话，M 和 E 教的。 我板着
脸说， 既然知道是骂人的话， 为什么还要
说，如果别人这样对你说，你会开心吗？不
会。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难听的话。
好。我不喜欢那些说话流里流气的孩子，也
不希望你变成那样。知道了。

答应的都很好， 与以前的谈话结果一
样，我明白了，我不会了。但转身就丢到脑
后了。这让我一直处在无比焦虑的状态，每
次接孩子放学，都生怕他苦着脸出来，又掏
出一封批评信。

朋友建议说，你要对他反复地说啊，像
洗脑一样。确实，为了洗脑，我特地每天提
前 10分钟出门，和他一路聊到学校。但有回
刚道完别，就看到M唰地从我身边冲过，追
上凯，两人嘻嘻哈哈地进楼了。那种失望，
就像吹气球一样，只差一口气就吹好了，结
果别人突然拿根针，啪地一声给扎破了。

还有朋友说，要不给他换个班吧，离那
些坏孩子远点。是，孟母还三迁呢，小学的
好玩伴又那么重要。但是考虑良久，我还是
放弃了换班的打算。 一是我不认为换个班

就能避开所谓的坏孩子， 如果凯到了新环
境又和他们混在一起怎么办？ 二是我也不
觉得凯是所谓的“被带坏”，那么多孩子，为
啥就你的孩子会被影响？ 德国小学一年级
的课程非常简单，比如数学，只到 20以内的
加减法。我以为，一年级最重要的还是懂得
遵守规则，学习分辨是非，所以对凯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要学会守纪律，懂是非。

选择在现有的环境里“拨乱反正”不容
易。儿童教育专家总是说，要对孩子耐心，
宽容，多讲道理。这些话说起来简单，执行
起来却很难。

现在，我手上捏着批评信，想到以前反
反复复的谈话都付之东流，顿时怒火中烧，
拍着桌子大吼起来：为什么又去干坏事，为
什么说过的道理都不听， 为什么一直要和
这些朋友玩？ 如果有邻居看到我此刻的模
样，大概会去报警吧。一个面目狰狞的中年
妇女在恐吓小孩。可是情绪一上来，什么宽
容和爱，早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凯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他也拒绝
过那两个小朋友，“我根本不想去打架，但
是他们就拇指朝下‘吼吼’地嘲笑我……”

这一哭倒把我给哭冷静了。 这是我第
一次听到凯诉说他的委屈。 一直以来我都
是在以指令的方式跟他谈话———这是不对

的，明白了吗，不可以知道了吗。只有这次，
我们是讨论式谈话。

如果他们用嘲笑的方式逼你去， 你可
以立刻告诉老师。可老师那时候不在。或者
跑去和其他同学玩？ 可是 S、F 他们都不在

旁边。但是如果他们嘲笑你，你就过去，
别人会觉得这个方式有效， 以后还会这
样对你。那我该怎么办？为了不被嘲笑去
做坏事，还是不理嘲笑走开，你自己是可
以选择的，而且如果你不搭理他们，一次
两次三次， 以后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劲
吧？是……

聊着聊着，凯突然扑到我身上哭：对
不起妈妈，我以后不再这样做了。

你以为这是故事的圆满结局吗？当
时是。但成长教育哪有那么简单，一个问
题解决了，又迎来第二个问题。最近又发
生了令我头大的零用钱问题， 三天三夜
讲不完。

很多人都说，“熊孩子” 的问题首先
是“熊父母”的问题。确实是，父母的教育
方式、情绪管理都会影响孩子。我特别喜
欢微博上的一位凌太， 孩子们大大小小
的问题， 常被她四两拨千斤地轻轻一点
就化解了。比如带孩子去书店买书，一人
可以买一本， 结果两个孩子拿着三本书
不放下。换了是我，可能就会简单粗暴地
说，自己取舍，或者三本就三本啦。但凌
太会说，一人一本，还有我那份儿呢。于
是皆大欢喜。

这是大智慧。 教育这个难度系数极
大的深奥课题，特别考验父母的心智。身
为“熊父母”，我们只能接受这个骨感的
现实，接受“熊孩子”的一切优缺点，在孩
子的成长中不断学习，不停反思。

孩子， 我们一起加油！

“熊孩子”是怎么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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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 杭州有一对挺文艺的父母，
因为担心自家18个月大的宝贝， 可能会在
去伦敦的长途飞机上哭闹， 提前准备了一
张手绘的四格漫画 （内容就是请大家多多
原谅）。 复印了多份之后， 连同表达歉意
的巧克力一起， 送给了机上同行的乘客。

第二天， 我也正好带着9岁的女儿直
飞巴黎。 就在我们座位的前一排， 以及再
往前一排， 都是母亲带着一个一两岁的小
童。 接下来， 这一路上的11个小时， 机舱
里的哭闹声此起彼伏， 女儿十分无奈地趴
在我耳边小声地抱怨： “妈妈， 他们好吵
啊！”

“好了 ， 忍忍吧 ， 你小时候也是一
样。”

是的， 作为一个同样经历过这种混乱
的母亲 ， 对于这种不会说话的小童的哭
闹， 我的基本态度就是不以为意。 至多在
看书时被哭声吵到， 抬头看上一眼， 了解
是什么情况， 重新把头低下去， 尽量把自
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书本中去。 不然呢？ 难
不成， 我还顶着这一把年纪， 冲着人家一
个吃奶的娃娃骂回去？

一般情况下， 在公共场合遇上这种一
两岁小娃娃的哭闹 ， 我都能对一旁焦躁
的父母表示理解 ， 反正换成是我 ， 也没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但是让我受不了的，
更多还是那些已经到了三四岁， 五六岁，
甚至都上了小学却依然心智未开的大孩

子们。
上次阑尾炎住院的时候， 我就在病房

遇上了一个。 那是一个长相挺可爱的小姑
娘， 扎着一脑袋的小辫子， 四岁多一点，
每天下午过来看望她同样刚做过阑尾手术

的妈妈。 但是， 除了看妈妈以外呢， 她还
很喜欢在整间病房里闲逛， 把同一屋子三
个病人 （包括我） 的床边柜翻个底朝天。
看见好玩的， 就拿起来玩一玩； 看见好吃
的， 就直接放到自己的小嘴巴里。

说实话， 住院病人的临时柜子， 里面
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我还是不喜欢它
被陌生人随随便便打开。 于是第二次的时

候， 我伸手轻轻地按住了柜门， 柔声对她
讲： “小妹妹， 这是阿姨的抽屉， 你想要
什么， 可以先问一问阿姨， 然后阿姨再拿
给你。” 可惜这小姑娘好像听不懂我的话，
只是用一双大眼睛直直地瞪着我， 握着柜
子把手的那只小手 ， 还是坚持着不肯放
开。

“过来过来， 奶奶这柜子里有酸奶。”
我旁边的一位病友 ， 年龄比我们大了不
少， 可能更加喜欢当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
人， 就直接打开自己的柜门， 招呼小姑娘
到她那边去。

刚才一直没出声的孩子妈妈， 看着坐
在别人床上大口大口吃酸奶的小姑娘， 不
好意思地对着我们愤愤地说： “哎呀， 这

孩子， 全都被她爸爸惯坏了！ 一点规矩都
不懂， 我说什么都不听！”

好吧， 全是被她爸爸惯坏的。
至今回想起来， 我还是可以感受到，

那个母亲在当时那一丝薄如春雾般的尴

尬， 以及， 她对自己的宝贝女儿， 那种有
些神志不清的疼爱和宠溺。 以至于， 她都
为此有些看不清现实、 分不清人我之间的
正常边界了。

为人父母者都是有些疯狂的， 我是说
心理健康的、 正常的、 符合大自然规律的
父母， 我们无法计较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
程中， 所有的辛勤付出是否符合经济学上
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我们常常会在看
着孩子大口吞咽的同时， 感受到比自己吃

到还要强烈的快乐， 也常常会在小东西甜
甜睡去的那一刻， 完全忘掉之前哄他入睡
的满身疲惫。

同时， 为人父母者， 也要保持一些最
基本的理智与清醒。 比如说， 应该知道，
并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 都愿意 （或者说
有责任） 像我们一样争先恐后地要给这个
孩子当爹妈———若果真如此， 那才是真的
可怕。

你想啊， 如果这天下的人们， 都乐于
像父母一般对待我们的孩子 ， 也就意味
着， 这个孩子他完全没有机会， 接触到除
了父母之外的其他常人； 整个世界都好像
是他自己的那个小家， 他就自然可以永远
都活得像个长不大的小屁孩。

其实 “家” 这个概念， 从心理意义上
讲， 就是我们每个人在 “母亲的怀抱” 和
外边的社会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 在家
里， 在慈爱父母的陪伴之下， 我们一点一
点学会去遵守， 那些长大以后必须要遵守
的各种社会规则。 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从
妈妈的钱包里偷偷拿了硬币去买糖， 妈妈
发现了， 就要及时明确地告诉他 “这样不
对”， 这样， 等到孩子长大了， 她也就不
必担心孩子会偷偷拿走邻居家门口的牛

奶， 也更加不会担心哪天这孩子会因为在
外当小偷被警察带走。

所以说， 除去那些温情脉脉的养育和
照顾，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的确需要在陪
伴孩子长大的过程中， 勇敢地在他们身边
承担起 “规则制定者”、 “规劝者”， 甚至
“惩罚者” 的权威角色。 我们需要在各种
外界惩罚还没有最终降临到孩子身上之

前， 帮助他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
样的环境下是不应该 、 不合适 、 不允许
的。 这样， 才可以保证有朝一日， 当他们
挥动小翅膀飞出家门， 才不会被各种现实
的规则碰得头破血流。

此时我也知道， 如今有很多家长， 尤
其是关注孩子教育、 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
那一部分家长， 很容易只是单方面地看重
那些强调对孩子付出关爱的文章， 自以为

是地， 把对孩子的尊重和信任， 理解为
对其各种行为的放任和庇护。 他们甚至
很习惯地去做那种 “让孩子随意冒犯，
让父母认真道歉” 的事情， 恨不得自家
孩子从一出生开始， 这一辈子就遇不到
一丁点儿的委屈， 听不见一句 “这个不
行”。

有些孩子的疏于管教， 源于父母在
现实生活层面的缺席， 他们由于各种原
因总是不能在家； 还有一些孩子的无人
管教， 则是他们的父母总是几乎像神一
样无所不能， 无微不至地满足孩子的大
小愿望， 竭尽全力地把 “家” 的边界无
限延伸， 还以为天下人都跟自己一样不
长脑子。 结果， 就是让这个孩子， 根本
感受不到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外部世界
所必须遵从的那些规则。

前些日子看到有一则新闻说， 有一
个母亲带儿子在饭店吃饭， 席间小男孩
到处乱蹿， 还跑到别人的桌子上拿螃蟹
玩。 后来被螃蟹的主人制止以后大哭起
来， 惹得她的母亲十分不满， 立刻掏出
手机发微博： “现在的男人怎么这么小
气呀？ 不就是孩子拿了你的一个螃蟹玩
玩吗？”

唉， 应该怎么说呢？ 人家又不是你
这孩子他爹！ 身边有一个万能的父母，
也就约等于 ， 缺少一个作为人存在的
真实父母吧。

有时候， 我也会想： 眼下这么多有
关 “熊孩子” 的段子漫天飞， 是否因为
我们这一代 ， 长大成人的过程太不容
易， 所接受的家庭教育都太过痛苦， 太
过不堪吗？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父母，
如此憎恶和抗拒承担起家长的权威一

职 ？ 还是 ， 仅仅因为现在的孩子太少
了， 而我们体内那个 “想要抱着一个婴
儿” 的基因作用太强大， 所以才会在有
意无意之间， 将自家孩子养成了一个永
远长不大的婴儿？

谁知道啊？
（题图与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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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的话题是写给现在年轻

的父母看的。

如今，“熊孩子”的段子漫天飞。

有些孩子疏于管教，源于父母在现实生

活层面的缺席，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总是

不能在家；还有一些孩子的无人管教，

则是他们的父母总是几乎像神一样无

所不能，无微不至地满足孩子的大小愿

望，竭尽全力地把“家”的边界无限延

伸。不少父母自以为是地，把对孩子的

尊重和信任，理解为对其各种行为的放

任和庇护。孩子根本感受不到作为一个

普通人，在外部世界所必须遵从的那些

规则。

而实际上，为人父母者在陪伴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更应该做的是，勇

敢承担起“规则制定者”、“规劝者”，

甚至“惩罚者”的权威角色。这样，才

可以保证有朝一日，当孩子走上社会，

不会被各种现实的规则碰得头破血流。

■本报记者 蒋肖斌

一进电梯就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 在
公共场合大吵大闹， 去别人家做客上蹿下
跳…… “‘熊孩子’ 是缺乏管教的表现。”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的心理教师何

杰说， 绝大多数 “熊孩子” 都是教育出了
问题， “是家长没有找到爱与管教之间的
平衡。”

何杰说： “孩子一定要管教， 不能让
他们由着性子长。 ‘熊孩子’ 用现在的一
个流行词来说， 就是 ‘任性’。 任性是很
糟糕的。 任性的孩子长大后未必会变得勇
敢， 很可能胡作非为或者怯懦， 因为他不
知道安全的界线在哪里。”

在学校里 ， 何杰对孩子强调规则 。
“每次我都会说明， 如果不遵守规则， 就
会有一个结果在后面等着你。 比如， 做游
戏不能说话， 如果说话了就要退出游戏。
在家里， 家长也可以对孩子说， 作业做完
就能看电视， 孩子不用哭不用闹， 遵守规
则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何杰在学校还兼任乐团的辅导教师。
乐团分为新团和老团， 新团是预备团， 表
现好的孩子能升入老团， 老团要随时准备
参加比赛和演出。 何杰对每一个老团的孩
子和家长都事先声明纪律———违反纪律3
次就要回新团 ， 在新团还是不行就要退
团。

一次， 一个孩子打了一个新来的小同
学。 当时已经临近比赛， 虽然这个孩子非
常希望参加， 也用心练了很久， 但何杰还
是让他回到了新团。 何杰对他说： “老师
就事论事， 还是像原来一样尊重你。 让你
回到新团， 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学习如何
关爱比你小的同学， 学好了就能回来 。”
何杰也对这个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解释 ：
“这是一次机会， 不然孩子永远也不知道
欺负别人、 违反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

何杰说： “心软的结果很可怕， 因为
孩子只会认为你很无力， 长此以往就会肆
无忌惮。 管教就是让孩子知道要承担后
果。”

何杰发现， 现在的家长多是80后， 对
孩子的教育方式多是 “自学成才 ” 或者
“博采众长” ———有的说 “棍棒底下出人
才”， 有的说 “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还有
的说要 “顺其自然”。

但说归说， 遇到具体事， 究竟该怎样
对待孩子， 很多家长并不清楚。

“有的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可
以高枕无忧了，他们不知道，不少一二年级
的孩子都把老师折磨疯了。”何杰说，她在
小学里见过各种各样的‘熊孩子’，满地爬
的、要回家的、天天哭的，“有个上二年级的
孩子每天上课都在教室外面溜达。”

作为心理老师， 何杰的工作一方面是
教育孩子， 另一方面是培训家长。 孩子是
“无知” 的， 关键在于家长。 比如， 孩子
并不知道不能在别人家的沙发上乱跳， 家
长在这时候就一定要管教。 “不要当着人
训斥， 任何人都有尊严， 不能伤害。 可以
把孩子叫到别的地方， 认真地告诉他， 这

是在别人家里 ， 不能这样 。” 何杰说 ，
“父母应该有权威。 权威不是 ‘你必须
听我的’， 而是在孩子心目中要有辨别
‘是与非’ 的威严。”

“从孩子3岁开始， 家长就应该让
他知道界线在哪里 ， 界线以内是安全
的。 12岁之前都是家庭教育的好时机。
但这并不意味着12岁之后就没机会了，
只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后， 越来越多地受
到同伴的影响， 家长的影响减弱了。 但
想成为称职的父母， 什么时候都不晚。”
何杰说。

何杰提醒， 除了教育方法不得当之
外， 还有一些 “熊孩子” 也可能存在心
理问题。 她曾经给一个经常打同学的孩
子做心理辅导 ， 发现他在玩沙盘游戏
（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通过摆放人或物
的微缩模型探索心理世界———记者注）
时， 摆的造型都是把自己围困起来。 后
来， 何杰了解到， 孩子的父母正在闹离
婚， 孩子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 因而具
有攻击性。 “如果孩子在公共场合都管
不住自己， 可能就不只是任性的问题，
要关注他的家庭和生活。” 何杰说。

下午4点，这个10岁大的孩子跑

过来问我:叔叔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儿

吗？熊孩子不仅能毁灭世界，同时也

是治愈系生物。

———大胡子萧峰

带熊孩子一起过假期，6岁的活

宝一路笑料不断。就刚刚，在地铁门

口熊孩子一脚踩滑差点儿摔倒，瞬间

喊出的话竟然是“谁设计的这是？！”

忍了一路的大家终于给笑哭了。

———郭晓宁Sydney

去KTV唱歌。我们一家三口，还

有老公的朋友。我和那些人不熟，就

安静优雅地坐在那里装淑女。结果我

8岁的儿子点了几首歌，非要把话筒

递过来让我唱……我推辞再三，说妈

妈唱不起来，熊孩子大声反驳道:

“妈你就别害羞了，用你平常骂我的

嗓门儿唱足够了！”这熊孩子，净说

大实话……

———fm1003快乐早班车

刚下楼就被小区里一不认识的熊

孩子拿个水枪滋了一身水……简直妙

不可言…… ———沐帮主

地铁里一个女的抱孩子坐在我旁

边，那小孩往我裤子上踩了好几脚。

我忍无可忍地用手把他的脚推开，那

女的不高兴了说什么怎么这么对孩子

没人性blabla。我默默地取出一只皮

卡丘，开启抚摸模式。那熊孩子看了

一会儿就想要，女的越劝他嗓门越

大，最后一巴掌把她孩子打哭了。

———上帝双翼

今天遭遇了一个熊孩子，七八岁

的样子，要玩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是

图形解锁，我说，你把图形解开我就

给你玩。然后就给他了，心想，哼

哼，想玩？没门！结果这孩子，拿着

手机冲着阳光，仔细看屏幕上的指纹

划痕，解开了姐的手机！

———GretaIgJ_LoLo

下午买了根冰激凌，刚吃两口，

有个熊孩子坐到旁边盯着我看，一会

儿熊孩子开口啦，“阿姨，这是什么

东西！”熊孩子让旁边的奶奶买冰激

凌吃，奶奶说一会儿！熊孩子继续盯

着我，实在受不了啦，好吧给你吃

吧！熊孩子拿过来不客气地吃起来。

好吧，谁叫你长得那么可爱呢。

———苏家小惠

熊孩子进入了糟糕的两岁模式，

任性，不听话，老说不要。

———HappyDog-晶晶

“熊孩子”上学记

所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