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过度依赖父母的问题， 既包
括生活上的依赖， 也包括心理上的依
赖， 久而久之会导致孩子做什么事情
都不自信 。 要避免这种问题的产生 ，
家长就需要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所谓自理能力， 是指一个人独自
处理与自己相关各种事务的能力， 这
种事务既包括日常生活琐事， 也包括
人际关系。 自理能力如何培养？ 家长
不妨从以下方面入手：

该放手时就放手。 孩子过度依赖
父母， 从家长层面看， 主要是家长担
心孩子做不好事情， 从而代包代办。

其实 ， 过度保护就是剥夺 。 孩子
的每次经历都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比如父母不喜欢厨房被搞得一团乱 ，
所以不让孩子下厨房。 如果孩子的生
活日常都是家长代为规划办理， 孩子
一遇到困难， 家长就给予庇护、 帮助，
那就是剥夺了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学到
东西的权利， 还会导致孩子缺乏责任
感， 养成依赖心理。 所以， 在一定规
则的前提下， 家长必须给予足够的空
间， 大胆放手让孩子去探索尝试， 从
而获得那些有益于成长的生活经历。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孩子过度

依赖父母， 从孩子层面看， 主要也是
孩子担心犯错， 内心没有安全感。 安
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础， 安全感
充足且稳定的孩子， 会感受到自己的
存在感， 并对周围的人和外部世界产
生信任和期待， 有勇气和胆量对外探
索。 这就要求家长给孩子充分的爱与
信任， 多鼓励孩子， 让他敢于大胆地
去尝试， 让孩子敢于试错。

同时， 家长要结合具体情景及时
给予孩子鼓励， 比如孩子每晚睡前收
拾好第二天所带的物品， 家长可以奖
励一面小红旗， 连续积攒一周就能兑

现一种小奖励， 可以是亲子共读一本
好书， 可以是带孩子去他向往已久的
科技馆……有了成果的积极驱动， 孩
子就愿意主动作为， 逐渐走出心理依
赖区。 而一旦有了成功的体验， 孩子
自己动手的习惯就会蔓延到生活中的
其他方面， 从而变得自立自强。

作为家长， 都希望孩子能茁壮成
长 ， 未来能自信地立足社会 。 所以 ，
在孩子成长的 “大片” 中， 家长要扮
演好 “剧务” 的角色， 为孩子搭建舞
台， 为之提供一定的环境保障， 让孩
子在喜怒哀乐中去演绎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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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过度依赖父母

“妈妈， 我的那条黑色的裤子在哪呢？” “妈妈， 这道题不会
做。 你来做！” “妈妈， 这句话什么意思？” ……孩子的一声声 “妈
妈” 里包含着太多的依赖， 原本自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也懒得动
手动脑筋。 面对过度依赖的孩子， 父母们有时候也颇为无奈， 看着
孩子可怜兮兮的眼神又会觉得很心疼， 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让
孩子独立起来？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杨琳琳 任洁

作为两个女儿的妈妈， 有两个可
爱的 “小棉袄”， 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开
心的， 但是带孩子也很辛苦。 孩子们
放学后， 每次回到家里， 都是这样开
头的： “妈妈， 我饿了。” “妈妈， 我
的外套你放哪了？” “妈妈， 姐姐抢了
我的漫画书……” 下班后回到家， 基
本就是围着孩子们转了， 给她们做饭、
洗衣服， 姐妹俩吵架了， 我还得调解，
等她们吃完饭， 还得看着她们写作业，

有什么不会的地方， 还会来问我。 两
个女儿虽已经上小学了， 但晚上还得
哄她俩睡， 虽然我说了很多回， 试图
让两个小姐妹一起睡， 但也没什么效
果。 这时真的感慨： 被孩子过度依赖，
真是一种甜蜜的 “负担”。

我想 ， 可能是我过于在乎自己
“妈妈” 这个角色， 且尽量把这个角色
扮演得尽善尽美， 导致孩子们的独立
性很弱， 不管做什么， 她们都离不开

我， 所以形成了过度依赖的性格特点。
后来我就尝试慢慢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 比如， 每天放学回来， 让她们
整理各自的书包、 书桌， 各自第二天
要穿的衣服， 如果有脏衣服， 教她们
学着使用洗衣机。 我负责做饭， 饭后，
试着教两个孩子洗碗 ， 刚开始她们
不愿意干 ， 我就多加鼓励 ： “宝宝
们 ， 你们最棒了 ， 碗一定会刷得很
好！” 慢慢她俩就开始刷碗了。 做作业

也是， 我不再干预， 不会的题， 让她
们自己留出来， 等第二天向老师请教。

做完作业， 我会带孩子们出去跑
步、打球，丰富她们的业余生活，周末还
有专门一天用来阅读 ， 让她们随着
各自兴趣读喜欢的书 。 我大女儿喜
欢读故事书，二女儿喜欢科幻小说，她
们就各读自己的。周末我也会鼓励孩子
们去跟其他小伙伴们玩，慢慢地，她们
对我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少了。

怎么办？
林女士 文化公司职员 两个女儿 尝试摆脱孩子的过度依赖

芮女士 律师 女儿 13岁 从小让孩子明白自己的界限

女儿没有出生之前， 我认为养孩
子很简单 。 等我当妈妈之后才发现 ，
养孩子不仅仅只是 “养 ” 这么简单 ，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教 育 问 题 ， 从 孩
子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 每个阶段
的教育都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 。
现在的条件虽说比以前好很多， 但教
育各方面的要求也高了很多， 我小时
候的生存法则， 现在已经不太适合了。
比如， 以前的家长很少注意到孩子的

心理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现在则不同。
我认为， 孩子依赖是种天性。 对

于孩子来说， 刚出生时， 什么也不会，
吃喝拉撒都有人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
这是这么舒坦的一件事情， 而对家长
来说， 这也是一种责任， 从两方面看
来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 当孩子慢
慢长大后， 家长和孩子就很容易陷进
这种舒适区中。 所以， 要走出这种舒
适区， 第一步就是觉醒。

女儿小时候， 特别缠我， 只要我
在家， 所有会的都成了不会， 她跟爷
爷奶奶在家时， 吃饭穿衣都会， 自己
上厕所， 从两岁多就会了， 小大人一
样， 给爷爷奶奶讲故事。 后来， 我发
现了这个问题。 我就郑重其事地告诉
她： “这是你的事情， 而且你能独立
完成， 你不能再找妈妈帮忙了。 只有
你真解决不了的问题 ， 才能找人帮
忙。” 当时孩子不太理解， 后来， 我又

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 如， 哪些事
是她自己的事情， 应该自己做？ 遇到
需要她自己拿主意的事情， 我也会征
求她的意见， 并尊重她的意见。

在生活中， 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
应该有的边界， 在边界以里她可以自
己做主， 并且要努力做好。 现在女儿
13岁了， 已经相对比较独立， 有时候
也会偶尔偷懒一下， 我觉得这都正常，
只要不过分依赖家长就可以。

丁先生 建材公司职员 儿子 10岁 家长应尽量减少代劳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在养育孩子这
件事情上，虽然会投入很多情感，但我
会尽量坚持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每
一件事情，人都不是生来就会，都需要
付出时间和精力学习， 对孩子也是如
此，所以家长要慢慢去引导。

就拿吃饭来说，孩子小时候总是吃
的餐桌一片狼藉，但我会坚持让孩子自
己吃， 所以孩子早早就学会了使用筷

子，吃饭有模有样。后来，孩子上幼儿园
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来很神气地跟我
说：“爸爸，我们班有的小朋友还不会使
筷子！”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有的孩子
并没有养成独立自主的好习惯。 还有，
小孩在玩玩具之后，家长总是直接把玩
具归置好，这让小孩在自我意识上形成
了这就是大人的活儿，其实家长完全可
以引导孩子自己收纳玩具。当时孩子妈

妈给他买了《小熊很忙》这套绘本，其中
有一本是关于收纳的， 孩子很爱看，一
遍遍地让我给他讲， 其中一个片段就
是———不玩玩具的时候， 要送它们回
家。 所以孩子从小就有了收纳的意识，
也懂得了做事要有始有终。

养成孩子独立自主的习惯后， 孩
子学习也会变得主动很多。 学习是个
很广义的词， 只要不会的都得有学习

的过程。 孩子都喜欢玩玩具， 当孩子
问家长 “这个玩具怎么拼 ” 的时候 ，
有的家长会直接帮孩子拼好， 孩子当
然非常开心， 但孩子会玩了吗？ 长此
以往， 孩子遇到问题， 就没有耐心自
己研究了， 所以依赖家长既体会不到
过程中的乐趣， 也让孩子养成了不好
的习惯。 孩子终究是要成为社会人的，
不能什么事都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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