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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习惯“以爱之名”经常“敲打”孩子的言行，美其名曰是为
了督促其进步，但教育专家认为这种做法会对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造成打击，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 那么家长怎么做才能纠正孩子的错
误，帮助其更好地发展呢？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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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女士 私企销售人员 儿子9岁

作为 “双职工” 家庭， 我和孩子
爸爸在育儿方面的精力十分有限。 一
直以来， 我们都习惯于用 “敲打” 的
方式教育孩子 ， 理由很简单 ： “敲
打” 不仅见效快而且效果好。 即便我
们心里清楚这不是个好方法， 可每天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 真的是一
句话都不想再多说了。

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了， 在

我们的严管下， 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
持前列。 不久前， 学校召开了家长会，
老师没有点名地说： “班级中有的同
学， 成绩虽然不错， 但行为习惯一般，
总是和同学起摩擦。” 当时我就觉得老
师在说我儿子。 会后， 我特意留下来
询问老师， 孩子在班级中的表现， 果
然， 老师再次提到了上述问题。 回家
后， 我进行了反思， 儿子在和他人相

处时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 很可
能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 我们简单
粗暴 ， 动辄敲打 ， 孩子也有样学样 。
在和孩子爸爸沟通后， 我俩一致认为：
孩子将来走入社会， 比起成绩， “情
商” 更加重要。

于是，我俩决定“排班”，一人一天
轮流“上岗”。 发现孩子的小毛病，不再
直接批评制止，而是让孩子说一说为什

么要这样做， 然后再结合实际情况，告
诉他怎样做更合适。经过最近这一段时
间，我俩发现，这样做我们也并没有多
累，但孩子却变化了不少，行为习惯有
了直观的改变， 整个人都更加自信了。
现在想来真的很后悔以前图省事 “敲
打”孩子，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每天牺
牲一点自己的时间，为孩子创造一个轻
松、温馨的成长氛围。

时常“敲打”导致孩子成绩高、情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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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 公司会计 女儿9岁

我认为不用刻意 “敲打 ” 孩子 ，
因为现实生活中， 家长控制不住批评
孩子， 甚至 “开吼” 的时刻从不少 。
面对吵吵嚷嚷的孩子 ， 看到纸屑满
地、 潦草的作业， 身为母亲的我时常
心绪难平， 尽管我时常有意识地说服
自己， 但有时候还是难免唠叨几句 ，

言语犀利 ， 又狠又损 。 所以 ， 家长
“以爱之名” 敲打孩子， 我认为都是家
长为原谅自己找的借口。 对孩子来说，
不管是那种形式的 “敲打” 都是一种
伤害。

记得之前我家孩子有段时间很消
极， 还总是生病。 我突然意识到， 我

批评孩子太多了。 那段时间， 也不知
道怎么了 ， 我对女儿总是没有耐心 ，
女儿的一点小错误， 我就能暴跳如雷，
还总会细数她最近犯的错误 。 后来 ，
我一个眼神， 就能让孩子很害怕。 那
一刻， 我就知道我错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开始注意自

己的言行、 情绪， 尽量控制自己。
我们通常说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只有不会教的大人”， 这其实是从另一
个侧面说明大人很多时候不知道该如
何处理孩子的问题，需要家长们和孩子
一起学习。 当家长们觉醒之后，才能让
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相处。

不用刻意“敲打”孩子，生活中从不缺少“敲打”

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家长应该避免过多的否定

范先生 企业职员 儿子13岁

我是一名 “80后 ”， 从小就是被
我父母采取 “严父慈母 ” 方式管教
的。 我有了孩子后， 很自然地认为也
应该对男孩子管得严一些， 慈爱部分
让他妈妈去做， 所以我对儿子总是不
假辞色， 对看不习惯的地方或者他做
错的事直接批评。

时间长了， 儿子不仅看见我跟老
鼠见了猫一般， 在家时说话也越来越

少， 变得沉默寡言， 开始我还沾沾自
喜， 以为这就是所谓父亲的威严。

没想到， 上学期家长会后老师单
独找我谈话， 我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总
是唯唯诺诺 ， 缺乏自信 ， 不敢表达 ，
错过了很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把家
里的情况说出来， 老师指出我的管教
方式出了问题， 让我不能再像过去那
样搞 “一言堂”， 又和我讲了现在孩子

的性格特点和科学管理方式。 我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孩子以后健康
成长， 只能调整自己的态度。

我开始收敛自己的脾气， 在家尽
量多一些笑容、 少板脸， 不再用吹毛
求疵的目光审视他。 一次， 儿子又没
考好， 我没像过去那样训斥他， 而是
温和地询问他需要哪些帮助， 安慰他
“父母知道他已经尽力”， 这让孩子很

诧异。 我还让妻子找他沟通， 委婉地
传达我的态度， 希望他能接受我的歉
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目前儿子
还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本质转变， 但他
在家时说的话变多了， 也敢在我面前
和他妈妈说说笑笑， 我还需要进一步
努力， 帮助孩子提升自信心， 希望有
一天他能成为一个开朗自信的大男孩。

对儿子管教过严导致他唯唯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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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 父母批评孩子的出发
点往往是好的， 主要是为了教会孩子
一定的规范， 同时塑造孩子的行为 。
但有的时候， 这种一味 “以爱之名 ”
的批评和否定并不能让孩子成为 “最
好的自己”， 即使这种批评是出于对
孩子的关心， 但它常常与不信任、 不
尊重相关。

不是说家长不能批评孩子， 而是
提倡对孩子否定时采用对事不对人的
方式。 孩子自然会犯错误， 批评是理
所当然的， 但是长辈在批评孩子的时
候一定要就事论事， 哪里错就批评哪
里， 而不是哪里都要批评。 即使孩子
办了错事 ， 其中或许也会出现闪光
点， 家长应学会大浪淘沙。 孩子像是
一杯没有倒满的水， 家长不能总看到
其 “一半是空的”， 应该看到孩子已
经 “有一半的水”， 带着发掘的眼光
去发现孩子在错误中隐藏的优点， 让
孩子改正错误的同时保持优点， 从而
变得更好。

家长要关注孩子的优点和进步 ，

给予他们肯定和支持， 当孩子取得好
成绩时 ， 要表扬他们的努力和成就 ；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 要鼓励他们勇敢
面对， 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要尊重孩
子的个性和兴趣爱好， 鼓励他们追求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独特的天赋和潜力， 家长应该帮助
他们发现自己的优势， 鼓励他们充分
发挥自己的能力。 同时， 创造一个积
极、 支持和鼓励的环境， 让孩子在充
满爱和支持的环境中成长， 这可以帮
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和自尊心， 并激发
他们的积极性。

为了更好地实践这种教育理念 ，
家长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几点：

听到孩子的声音。 孩子做了某些
事情时， 家长不要总是急着去否定孩
子， 应该多听听孩子想要什么， 允许
孩子表达自己， 多鼓励孩子。

不轻易地责备他们。 孩子难免也
会有一些情绪， 像考试没有考好可能
是因为紧张，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影
响到心情，父母应该先了解情况再下定

论，直接否定孩子只会让他们不敢再表
达自己的情绪，憋在心里或直接压抑自
己，可能会让他们患上心理疾病。

给出积极的反馈。 家长本来就应
该多鼓励孩子，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面子
等理由去打骂孩子， 更不应该否定他
们。 积极的反馈只会比否定更加好，这
会让孩子充满自信，能让他们更能做出
成绩， 还能改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适当提出建议。 很多父母在孩子
出了状况的时候都选择打骂， 其实应
该有足够的耐心去教导孩子， 心平气
和地讲解为什么这么做不对， 应该怎
么做， 而不是让孩子看到你的歇斯底
里。 教育孩子并不是容易的事， 父母
应该多了解孩子的心理， 以平等的态
度和孩子沟通， 说出自己建议的同时
也要倾听孩子的想法。 家长和孩子对
话时可以多多调动自己的好奇心， 询
问他们具体情况和想法， 这可以让孩
子感到被关注、 支持和认可， 又能适
当地建立一片缓冲地带， 给父母足够
的时间和心理空间， 察觉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 走出习惯性否定， 发展出能
滋养孩子和自己的亲子关系。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长和教
育者应该避免使用过多的否定， 并采
用积极肯定的方式， 给予孩子更多支
持和关注， 这样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
心和自尊心 ，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
促进孩子的个人发展， 同时帮助他们
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 提高他们的心
理健康水平。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家家长长应应不不应应该该
经经常常““敲敲打打””孩孩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