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的家长说提 “别人家的孩子 ”
是想树立一个榜样， 但是这个榜样会
让自己孩子感到有压力， 甚至造成孩
子的嫉妒，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如果
一定要表扬别人家孩子， 要用那个人
的行为来举例， “他在做什么， 我希
望你也做 ”， 而不是简单提那个人 。
这是因为家长对孩子的看法对孩子非
常重要 ， 别人怎么说他都可以不在
乎， 可是家长怎么说自己是孩子非常
在乎的事情， 所以家长希望孩子做什
么， 直接说事就好。

激励孩子有很多种方法， 家长不
要总说 “你看看谁家孩子有多好 ”，
家长可以说“隔壁孩子在打篮球，我希
望你也去锻炼身体”之类的具体内容，
这样孩子不会觉得你在攀比， 而是觉
得你在关心他。 如果说成“人家孩子都
去玩，你为什么不去？ ”这就是一个批
评的口气， 会让孩子不愿意配合你。

一个人能够把事情做好， 是因为
他内部动机非常强烈， 这样才能够一
直持续做下去， 而不是靠别人家孩子
来刺激 。 所以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 ，
家长不妨尝试采取 “动机管理”。

第一是关注内部动机，一个人不想
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他没有动机，别人
劝他的话属于外部动机。 就像家长要
让孩子学某样东西，经常会威逼利诱，
但外部动机给得过于频繁，时间久了，
外部奖励机制就会失去效果。 有的孩
子说长大了想做保安，大人听了很不满
意， 其实这个目标就是孩子的内部动
机，应该先保护起来，问问他为什么想
做保安，孩子也许会说出对保安职业的
未来设想，你可以趁机让他培养跟学习
有关的目标，慢慢把内部兴趣和学科整
合在一起，鼓励孩子将来做一个高智商
或高能力的保安，甚至能设计出机器人
保安。 家长一定要保护孩子的内在兴

趣、目标和计划，把它融合在孩子的学
习生活里， 而不是把他的内部动机打
垮，生生安排一个外部动机来。

第二是 “5+1”， 当家长给孩子建
议或批评的时候， 孩子会进入非常紧
张的状态 ， 他的学习能力就会锁死 。
所以家长最好把建议或批评写在纸上，
每天最多提一个 ， 同时准备好5次认
同， 夸夸他做得好的地方。 如果家长
连一个认同都没有， 孩子很容易丧失
自信心， 没有自我效能感，今后在学习
上会有很多困难。如果孩子已经非常优
秀，家长可以把5+1变成3+1或2+1。 写
出来的原因是如果不写家长很快就忘
了，动机管理就失效了。 第一周做起来
可能有困难，坚持下去就能看到效果。

第三是先行动再认知，越小的孩子
越要用这个方法，意思是说家长想引导
孩子对一件事、 一项技能产生兴趣，应
该先把要学的东西分解成比较小的目

标， 然后降低要求去行动。 比如做一
道很大的题目， 应该把题分解成一些
小步骤， 孩子第一遍没做对也要表扬，
“你已经敢于尝试一遍了”， 这就是降
低要求， 而不是讲 “别人做得多快”，
这可是雷区呀。尝试错误是非常重要的
学习过程，所以一定要允许自家孩子犯
错误， 并通过试错走向成功。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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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老王家的乐乐就很懂事乖巧， 你怎么老不听话？” “你同
桌成绩那么好， 你为什么学不进去？” ……很多家长经常把 “别人家
的孩子” 树为自己孩子的榜样， 唠叨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优秀，
但这样说容易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 甚至更不服管。 怎样在表扬别
人家孩子的同时， 又不给自家娃留下心理阴影？ 如何正确提及 “别
人家的孩子”？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观点吧。

王女士 事业单位会计 女儿12岁

受我母亲的影响， 我一度特别喜
欢为孩子树立身边的榜样， 总是和她
说“谁谁家的姐姐表现特别好，你多学
着点”“你表妹特别孝顺， 你怎么老不
听话”……诸如此类的话说多了，每次
我一举别人家孩子的例子， 她就满脸
不高兴，还顶嘴，往往以母女俩吵一架
收场，孩子也变得不爱和我交心了。

后来我看了一些育儿书籍， 又和

同事们聊起此事 ， 逐渐想明白一件
事———谁都不喜欢被父母这样说教，用
别人家的孩子刺激自己 ，孩子是有自
尊心的 ，家 长老这么说她，她面子挂
不住， 时间久了肯定会产生厌烦情绪。
想想我小时候被母亲用 “别人家的孩
子”举例时，不也是一说就生气吗。尤其
女儿现在进入了青春期，逆反心理特别
强，做父母的更要注意措辞。

想让孩子变得更好，家长首先要管
住嘴，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尝试多挖掘
孩子的优点，经常夸奖她，树立她的自
信心。 当然态度一定要真诚，不能显得
很虚伪、 敷衍。 想让孩子学习烹饪、缝
补、收拾屋子等劳动技能，我先动手演
示几遍，吸引孩子的兴趣，我不会的文
体技能就带着她去外面， 看其他小哥
哥、小姐姐做。 这样话不用多说，她自

己觉得有意思了自然缠着我要学习，她
主动想做的事我不用费力督促，自己就
很上心，而且能坚持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 女儿和我
又恢复成无话不谈的关系 ， 而且掌握
了 几 项 新 技 能 ， 如 今 不 用 我 多 唠
叨 ，她周末 有 空 就主动下厨做两个
菜 ，平时自己收拾房间，每天晚上还坚
持练一小时钢琴，让我省了不少心。

谁都不喜欢被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说教

武女士 医院护士 女儿6岁

作为一名 “80后 ”家长 ，从小我们
是听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
成长起来的，现在换自己做父母了，再
听这句话，却有另外一番滋味了。

最近几年特别流行说 “别人家的
孩子”， 对成年人来说这是一种玩笑，
对小孩子却可能成为压在心头的一座
大山。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一座筒

子楼里，邻居间几乎没有秘密，妈妈常
把“你瞧瞧人家那谁”挂在嘴边，直到现
在，和别人比较也是我心中的“阴影”。
所以， 我在教育孩子时总是提醒自己，
不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

不过，我即便有了这个认知，还是
难免会因为 “别人家孩子怎么如此优
秀” 这类问题困扰。 比如我的女儿有

个小伙伴， 老师教的歌谣很快就能学
会， 绘本上的字念两遍就能认识， 可
我的女儿却做不到 。 我悄悄问女儿 ：
“你的好朋友很厉害哎， 你会不会羡慕
她？” 女儿的答案却是： “她有些地方
做得好， 有些不如我， 她跑步比我慢，
画画也没我好！” 孩子的话令我恍然大
悟， 成年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孩子的

世界， 而孩子的世界更简单纯真， 他
们看到的世界远比我们更加丰富。

榜样的力量确实是无穷的， 如果
孩子身边有优秀的人做榜样， 那么我
们当然应该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 但
这并不是说哪一个孩子好或者差， 而
是 “三人行必有我师”， 让孩子取长补
短， 共同进步。

三人行必有我师 让孩子做彼此的榜样

想让孩子变优秀不妨采取“动机管理”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可可以以用用““别别人人家家的的孩孩子子””
为为自自己己孩孩子子树树立立榜榜样样吗吗？？

蔡女士 中学教师 儿子14岁

我是学教育专业的， 工作后如鱼
得水， 有了孩子后也尽力创设一个和
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和儿子相处得如
同朋友一般。

我在一所示范中学教书， 班里的
学生普遍很优秀， 学习自主性强， 偏
偏我儿子严重偏科， 总成绩一般， 可
能是因为平时我工作太忙了 ， 每天
下班都在 6点以后 ， 回家还要备课、

读专业书、 写教学笔记， 顾不上看管
儿子的学习。 可是我会尽量避免在他
面前说起自己的学生有多优异， 不让
大人操心这类话， 避免刺伤孩子的自
尊心， 因为我知道每朵花都是有花期
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培土、 施肥，
然后静待花开， 而不是拔苗助长。

我认为与其为孩子树立“别人家的
榜样”，不如家长亲身示范，打造书香家

庭，全家形成爱读书的氛围，在这样的
环境下， 孩子即使成绩暂时提不上去，
也能培养出终身学习、 终身阅读的习
惯，这可比一时的成绩更加重要。 所以
我们家每天吃完晚饭后人手一本书，孩
子写完作业也会加入其中，读到好书时
彼此分享心得，促进了家庭成员的感情，儿
子的语文成绩也是各科里最好的。

儿子有时也会拐弯抹角地打听我

班上的情况， 每次我都会就事论事，根
据他提出的问题说说他的同龄人是怎
么处理这类事情的，给他提建议，而不
是命令他照搬。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判
断力，别人做得好的他会参考，家长不
用过于大包大揽，多看看自家孩子的优
势， 引导他们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不
要替他们做主，给孩子生造一条自以为
正确、却不一定适合孩子的人生道路。

家长要避免刺伤孩子的自尊心

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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