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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家长抱怨 “我家孩子做游戏， 只能
赢不能输， 小朋友都不愿意和他玩” “我家孩子参加比赛， 赢了皆
大欢喜， 输了就很不开心， 甚至耍赖哭鼻子” ……怎样教会孩子正
确对待输赢关系呢？ 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欧阳先生 工程师 女儿10岁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统筹规划的逻
辑思维， 我和她妈给女儿报名了围棋
课，如今女儿已经学习一段时间了，我
们发现女儿在对待输赢方面有了很大
进步，是我们预想之外的事情。

记得女儿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女
儿的学习热情很高， 我跟她妈看了很

欣慰。 有时间我们也会跟女儿下上两
盘。 刚开始时，考虑到孩子刚刚学习，
我跟爱人为了不打击孩子的积极性 ，
我们就让着她，总是让她赢。 后来我们
就发现女儿有了“输不起”的情况。 只
要我赢了，女儿就大哭大闹，让我让给
她， 有时候下着下着还耍赖， 无视规

则，以至于后来每次下棋我们总会弄的
不欢而散。

后来， 我跟她妈都发现孩子的问
题———输不起。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通
过围棋以及生活中的小事件，让孩子明
白有时候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
的收获与成长。后来再跟孩子下围棋的

时候， 我就把握时间让孩子输上一两
次，杀杀孩子的锐气，有时候看孩子热
情高涨会故意让孩子多输几盘，刚开始
孩子不太习惯，哭闹、悔棋、耍赖皮……
后来看我不让她，她也习惯了，输了就
说“重来。 ”慢慢地她就懂得了输也是人
生的一种状态，她想赢就可以“再来”。

让孩子明白输并不可怕，想赢可以“重来”

刘女士 国企员工 儿子11岁

说到如何要求孩子对待输赢关
系？ 我的理解是 ， 孩子有 “胜负欲 ”
是好事， 我们应该保护这种积极性 。
但是 “胜负欲” 并不是一味地争强好
胜 ， 而是引导孩子正确看待竞争关
系。

我家就有一个“输了也无所谓”的
娃，他并不是心大，而是对自己非常自

信。 日常生活中，我会认真地鼓励他的
每一次小进步， 尤其在他擅长的短跑、
跳绳和科学方面，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长
处和优势。 作为一名过来人，我们在学
习、工作中，也参加过各种比赛，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当时很激动，可这种快乐
能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比起名次，更大
的收获反而是： 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结

交了新的朋友等。 但如果我们把这些
道理硬生生地说给孩子，他们可能还无
法真正理解，怎么办呢？ 我的做法“鼓
舞+鞭策”。 我会带儿子参加一些竞争
性不太强的比赛活动，让他收获信心。
同时，引导他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发挥
出自己的真实水平，至于比赛成绩，能
获得自然更好， 如果没能达到预期，我

们会一起复盘， 帮助他查找自己的不
足。

最后想分享的是， 一定要帮孩子
树立起自信心， 某一次比赛的输赢不
能说明什么， 重要的是， 要在人生的
赛道上 ， 能够坚韧不拔 ， 奋勇向前 ，
哪怕被超越， 哪怕慢一些， 但要一直
向前进。

树立孩子的自信心 不以一场比赛论输赢

对于孩子来说， 输不起是一种正
常现象。 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 孩子
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强 ， 以获得家长 、
老师或同伴的认可 。 但是因为年龄
小， 各方面都不成熟， 孩子并不了解
自己的强项和弱项， 也不太会应对发
生的输或失败， 在活动或比赛中， 一
旦表现的不如他人就会不高兴。

常言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尽管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努力争取成
功， 但生活中总会有挫折和失败， 这
是因为生活充满变数和挑战， 无论多
么努力， 也会有一些事情超出我们的
控制， 有时是因为运气不好， 有时是
实力不够等等。 人生里没有人会是常
胜将军， 明白这一点后， 才能更好去
面对发生的输赢。

当孩子赢的时候， 家长可以问问
孩子， 赢了后你有哪些感受？ 你用了
什么方法获得这次胜利 ？ 有什么收
获？ 帮助孩子进行思考和总结。 通过
这些提问， 帮助孩子从每一次的成功
中挖掘经验和资源， 不断积累， 让孩
子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拥有的资源。

我们可以为孩子创建一本 “成功
宝典”， 每当孩子赢了时， 与他一起分
析， 将赢的过程记录下来， 比如自己
做了哪些努力？ 是勤于练习还是状态
良好， 发挥得当？ 得到的帮助是老师
的指点还是同伴的支持？ 以后还想赢
需要怎么做 ？ 只有充分的总结和分
析 ， 才能帮助孩子发现经验并掌握 ，
运用到以后的学习生活中， 知道自己
关注哪些方面才能赢。 同时， 回顾不
仅可以体会成功不仅是一个人的努力，
还可以激发孩子的感激， 帮助他们认
识到成功离不开团队的力量。

当孩子输了时， 更需要家长充分
接纳和关注， 最重要的是引导孩子进
行正确的归因分析。 根据韦纳的归因
理论， 行为成败的原因可归纳为六个
因素 ： 能力 、 努力 、 任务难度 、 运
气、 身心状况以及其他因素。 如果把
输或赢归因于能力、 任务难度这些原
因 ， 就因无法改变而降低自身努力 ，
失去行为的坚持性； 而过分归因于运
气或机遇 ， 会使人产生 “守株待兔 ”
的行为。 只有将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内

部可控的因素， 如努力的程度， 才能
使人更努力的前进。

因此， 家长可以这样做：
第一， 先关注孩子的情绪， 再处

理事情。 如果孩子表现出失望、 沮丧，
甚至哭泣 ， 家长要给予充分的共情 ，
可以走近孩子 ， 在他旁边适当安抚 。
这时不要说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
哭了” 等类似的话， 这样的安慰不仅
不能起到效果， 还会让孩子感到自己
的情绪无法被理解， 感觉不到家长的
关爱。 这种父母给予的消极反馈， 会
导致孩子形成失败恐惧特性， 例如因
害怕输而什么都不敢做等。 孩子的沮
丧、 失望等情绪并没有错， 这些都是
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体验， 证明他
很在乎这次活动， 想做到最好， 这些
都是值得被肯定的。 所以这时家长最
重要的是和孩子一起， 挖掘这些情绪
对我们的意义。

其次， 进行正确的归因总结， 分
析这次输了的过程有哪些启发。 比如
在孩子情绪平稳后可以问问孩子导致
“输” 的原因， 是准备不足还是沟通不

够， 或是节奏没把握好？ 可以做一个
“失败宝典”， 引导孩子把可能导致输、
能在日后改进的情况都列在里边， 以
后再开展任务或活动时， 看到宝典就
知道哪些需要注意， 哪些需要避免。

第三，掌握输与赢的辩证关系。 赢
未必可喜，输未必可悲。 有了输的积累
才有赢的希望， 胜负并不重要， 在赢
中有收获， 在输中有成长， 跌倒了站
起来的姿态才最重要。 所以， 要么做
到， 要么学到， 无论怎样都是赚到。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为孩子制作“输赢宝典” 进行归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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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女士 科研人员 儿子9岁

我儿子是一个特别有进取心的孩
子， 从小和小朋友玩就不服输， 不管
是比下棋还是跑步、 踢足球， 他都要
争第一， 输了就不开心， 脸耷拉下来
一天都不高兴。 刚开始我和他爸爸觉
得孩子很可爱， 看着他一脸认真地去
比拼的样子很好玩， 我们也认为孩子
应该积极主动争上游， 躺平不是他这
个年纪该考虑的事。

但一年年过去， 我发现孩子的观

念有点太激进了， 已经发展到完全不
能接受输的程度， 就连姥姥和他下围
棋赢了他都大喊大叫， 埋怨老人耍花
招。 班主任也和我反映， 孩子在班里
考试没有进前五， 居然和同学说考得
好的一定是作弊了， 连着几天上课都
萎靡不振， 要不就故意抢话。 老师找
他谈过， 也让我和孩子好好交流， 看
问题不要那么偏激， 这次终于引起我
们的重视。

他爸爸找他专门谈过两次， 希望
他正确对待输赢关系， 唠叨多了， 孩
子产生抵触心理 ， 把他爸气得够呛 。
我想， 空泛地教育孩子 “别给自己太
大压力” 这种话没什么用， 隔靴搔痒，
重点是要摸清孩子真正的想法。

于是我在孩子心情不错的时候找
他聊天， 还把自己科研屡屡失败的例
子告诉孩子， 承认自己没有期待中那
么能干。 孩子惊讶地看着我， 聊得深

了， 他才说出来， 是他觉得父母都很
优秀， 他不想让我们失望， 所以拼命
想证明给我们看。 找到症结， 我告诉
孩子， 爸妈永远不会因为他考砸了或
是比输了就小瞧他， 无论他什么样我
们都爱他、 支持他， 孩子感动地哭了。
后来， 他开始调整自己情绪， 把注意
力集中在比赛过程而不是名次上， 如
今还能拿比赛犯的小错误和我们开玩
笑了。

摸清孩子的真实想法才能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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