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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 攀比心理在我们的生活
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也是所有人不
可避免的。 那么， 对于孩子会产生攀
比的心理， 更是应该合理认识。 家长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孩子变坏了， 而
是应该以身作则和正确引导。

首先， 不要给孩子制造一个爱攀
比名牌的环境。 作为家长， 一言一行
都很重要。 比如， 不要在谈话中常常
谈及谁家换房换车了， 谁家经济条件
多好的话题等等， 这样教育出来的孩

子也不会攀比。 而且， 家长也应该配
合学校教育， 比如穿校服， 不要穿名
牌衣服， 这样孩子就不会有攀比的心
理出现。 当发现孩子出现攀比心理后，
和孩子一起探讨关于名牌的有趣话题，
比如， 大家为什么喜欢名牌？ 究竟好
在哪里？ ……当孩子对一些情况慢慢
都了解的时候， 不仅长了知识， 名牌
自然也就对他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了。

其次， 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一是， 要

告诉孩子名牌的东西价格很贵， 一个
普通家庭的收入， 很多时候是无力承
担品牌消费品的。 比如， 我们的家庭
收入情况， 我会如实地告诉儿子， 我
们家庭在购买相关物品或者我们家长
在添置衣服的时候， 也常常会听取儿
子的意见， 请他帮助选择买哪一种性
价比更高的东西等等。 如此一来， 孩
子不仅学会了规划生活， 也渐渐对名
牌的东西不再关注了。 我的儿子就是
这样， 现在即使我们偶尔想给他买件

名牌之类的物品， 他都会拒绝。 因为
在他看来， 普通品牌的质地也很不错，
虽然不是名牌， 但不降低品质。 二是，
要时时提醒孩子以学业为重。 家长要
利用这种 “攀比” 帮助孩子树立上进
心， 把孩子从攀比物质上， 引导他去
关注学习和提高能力方面。

总之，孩子是一张白纸，孩子身上
的攀比行为是正性还是负性，就要靠家
长的正确引导了。 作为家长，平时也要
多关注孩子，理解他的心思和想法。

讲述人简介：
周先生 文化工作者 儿子18岁 正确引导，家长应该以身作则

社会比较是个体认识自身的一种
方式，孩子的心智处在动态发展、尚未
成熟的时期，不成熟的心理很容易导致
不客观的比较，形成攀比心理。 如不能
及时引导， 他们很可能会迷失自我、盲
目从众，出现虚荣、自卑、逆反等心理。

对于孩子攀比追求名牌的问题，应
该如何引导呢？首先，家长要以身垂范，
形成良好家风。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自
身的态度与行为会对孩子产生重要且
深远的影响。要想让孩子养成不爱攀比
的心理，父母必须做到不攀比。

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面子都会不
自觉地进行攀比，孩子自然而然地效仿
家长的行为，相互之间比较谁的妈妈更
漂亮、谁的爸爸更有本事。因此，家长要
理性看待社会比较对于孩子成长的意
义，尊重并鼓励理性的社会比较，对于
不理性的盲目攀比在态度上要坚决抵
制，在行为上要彻底脱离。

其次，家长要接受并包容孩子的攀
比心理。 对于孩子来说，一身名牌是享
受丰富物质生活、追求精神愉悦享受的
一种表现， 家长不能轻易给孩子扣上
“价值观不正确”的帽子，这种简单的贴

标签做法容易造成孩子的逆反。
第三， 社会比较是正常的， 但攀

比名牌是一种不良的社会比较。 要想
克服攀比心理的消极影响， 必须让比
较回归客观轨道。 家长可以让孩子了
解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 通过告诉孩
子父母的收入水平、 家庭开支等财务
状况， 让孩子了解到何种消费目标才
是切实可行的。 超过家庭的承受范围
太多， 就演变为恶性攀比。

同时， 让孩子选择合适的比较对
象，选择情况与孩子大体差不多的人进
行比较。 否则，选择超过自己太多的对

象，容易造成内心的高压力，形成自卑
心理；选择低自己太多的对象，容易造
成内心的虚妄，形成自负心理。

第四，让孩子懂得与他人的比较是
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比名牌。 孩子都希
望自己有价值，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与
认可。 家长要让孩子认识到，一个人可
以赢得他人长期认可的方式就是不断
提升自己的能力，让孩子不要只将眼睛
放在外在衣着上，更要注意自己在学业
成绩、和谐人际、兴趣爱好等方面获取
的认可，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进取，不
断地提升内在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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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耐克又出新款限量版的鞋子了， 我们班同学就有， 你也
给我买一双吧？” “爸， 苹果又出新手机了， 我要换个手机。” ……面
对孩子的不依不饶， 非要买名牌不可， 很多家长默默选择了妥协， 怕
孩子在同学面前丢面子， 被人瞧不起， 甚至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同学的
艳羡， 不惜偷钱充大佬。 生活中， 爱虚荣、 攀比的孩子不在少数， 那
么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孩子呢？

孩子爱攀比名牌怎么办？

我认为攀比名牌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是不可避免的 。 电话手表 、 手机 、
鞋子……从小到大， 女儿提出的大部
分要求我跟老公都尽量满足， 因为我
们对孩子的需求还是挺认同的， 但是
过分的一些要求我也会坚决不答应 ，
我觉得其中是有区别的。

有的家长会跟孩子说：“攀比是不
对的，你怎么不跟别的孩子比学习呢？ ”

我觉得这样的话要少说，会让孩子认为
父母不理解自己，进而跟父母没有共同
语言。 说实话，孩子适当的要求我还是
能理解的。像女儿一次对我说想有个电
话手表，“同学都有电话手表，只有我没
有， 他们碰一碰就可以加好友聊天，我
要怎么融入他们呢？ ”女儿这么说，我觉
得很有道理，随后就给她买了一个。 然
而，有一次，女儿说她要买一套衣服，那

是一套明星代言的限量款衣服， 特别
贵，我当时就表示，这种不可以。她现在
经济还没有独立，限量款的衣服一方面
不适合学生穿，另一方面，这套衣服只
能增加我们家庭的经济负担，建议孩子
不要过分追求名牌， 只要衣服穿着舒
适，符合自己的气质就好。

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日常生
活中，我不会过分干涉孩子，同时也不

会满足孩子过分的要求， 跟孩子讲清
楚。 盲目的攀比，会让孩子过分关注名
牌，从而崇尚物质，这时候就需要家长
正常引导， 物质享受只是一时的感觉，
而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孩子最需
要的， 让攀比化为激励上进的动力，才
是正确的化解之道。如果孩子为了面子
而进行了攀比，那么家长也不要打骂孩
子或者是从语言上进行讽刺。

讲述人简介：
黄女士 企业职工 女儿17岁 培养孩子独立上进的意识

说到孩子爱攀比名牌的风气， 我
觉得是这些年随着经济越来越好， 生
活条件越来越好逐渐形成的， 我们家
长内心也很复杂。 先说我家孩子的情
况， 我和孩子的爸爸从小都出生在农
村，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 基本都是散
养着长大。 由于物质匮乏， 能吃饱穿
暖喝足就不错了， 哪有条件去买名牌？
简直都是不敢想的。 我们结婚有了孩
子，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想想我
们小时候物质匮乏， 就把家里最好的

都给他 。 所以儿子从小就是吃好的 ，
穿好的， 用好的。 当父母的， 都有这
样一份爱孩子的心， 但是随着孩子慢
慢长大， 我发现儿子越来越喜欢攀比：
同学们又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 背了
什么牌子的书包， 穿了什么牌子的鞋，
他回来都要跟我们叨叨一遍。 这意思
不是很明白吗？ 想让我们给他买。

有段时间我儿子成绩不太好， 给
他报了不少培训班， 家里经济就有点
紧张， 我就给孩子买了不是品牌的鞋

子， 结果你知道多气人？ 不知道他怎
么故意捣蛋的， 新鞋不到一周就坏了，
我只好给他买了一双品牌的鞋子， 他
才满意。 唉，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教育
孩子真是挺失败的。

其实， 我觉得吧， 如果经济条件
能够承担， 可以买品牌， 毕竟很多能
成为品牌的东西都经过市场、 消费者
的层层检验的， 质量、 品质各方面肯
定会更好。 我们只是担心孩子消费了
自己消费不起的物品， 以后会走上怎

样不好的道路？ 所以我现在对儿子的
教育是， 你以后要靠自己的努力， 如
果你的经济实力允许， 那么想买品牌
也没问题。 如果你的经济实力不允许，
也可以选择虽然不是品牌， 但是质量
过硬的物品。 儿子反问我： 我看不出
来质量好不好， 怎么办？ 我说， 做任
何事都有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试错的过
程， 多买几次就懂了。 对于孩子的攀
比风气， 只要进行恰当的引导， 我觉
得还是可以扭转孩子观念的。

讲述人简介：
马女士 某私企职员 儿子16岁 根据经济条件决定，可以适当买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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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社会比较，行为上要彻底脱离盲目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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