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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知乎上一位母親的提問引發網友熱議

：“和孩子的好朋友調侃了孩子幾句‘太胖了’

，孩子就鬧，說自己自卑了，現在的孩子是不是

太脆弱了？”

在飯桌上，母親把女兒的肥胖當成玩笑講給

客人聽，還調侃女兒以後嫁不出去。

客人離開後，女兒才表露出不滿，認為母親

當著別人的面踩低自己。

母親卻沒有把她的委屈當回事，認為她玻璃

心。

眾多網友沒有附和這位母親，反而是站在了

孩子這邊，說出了自己類似的遭遇：

被父母當眾調侃，出醜的事被當成笑話，被

貶低得一無是處……

常說“惡語傷人六月寒”，父母玩笑式的冷

嘲熱諷更是插在孩子心上的一把刀。

在冷言冷語的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內心肯定

已經是千瘡百孔。

不要因為孩子年紀小，就認為他不懂事、沒

自尊心而貶損他。

其實，一個身心健康的小孩，需要父母從小

呵護他的自尊心。

01 尖酸刻薄的父母，只會養出玻璃心
的孩子

《荀子· 榮辱》中有一句話：“與人善言，暖

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一句善意的話，如冬日暖陽；一句惡意的話

，如夏日冰窖。

生活中，很多父母卻選擇了後者，對孩子說

了許多紮心話：

“你就是一頭豬！”

“你信不信我把你扔了！”

語言貶低和威脅，是父母讓孩子聽話的常用

手段。

但貶低威脅孩子，實際上是在傷害孩子，會

使孩子認為自己做什麼都是錯的，失去了自信，

對別人的一言一行都很敏感。

這樣的孩子被傷害時，出於對自我尊嚴的本

能保護，表現出過激的反應，常被打上玻璃心的

標籤。

然而，孩子的玻璃心與父母的教育有密切的

聯繫。

知乎上有個熱門問題“父母的哪些行為會導

致子女抑鬱或自殺”。

其中有個高贊回答：“生而為人，真是太抱

歉了，怕被人看到死相，怕被指責太不懂事。”

父母批評的本意是讓孩子認識和改正錯誤，

不是為了指責而指責，更不是為了消遣孩子。

尖酸刻薄的父母，貶低了孩子的價值，傷害

了孩子的自尊心，孩子的心靈得不到溫暖，只會

變成一顆玻璃心。

02 身心健康的孩子，背後都有維護他們
自尊心的好父母

節目《誇就對了》中，奧運冠軍鄧亞萍就做

了媽媽們的好榜樣。

鄧亞萍說，自己希望兒子林瀚銘繼承自己的

事業，去打乒乓球，但是兒子一心想去做一名電

競選手。

在許多家長看來，電競就是不務正業，但鄧

亞萍選擇尊重兒子，她說：“電競能拿世界冠軍

也是世界冠軍。”

後來，林瀚銘真正瞭解電競之後，就主動放

棄了，回歸到乒乓球的訓練。

沒有責駡，沒有埋怨，沒有反對，鄧亞萍通

過尊重孩子的意願讓他返回球壇。

“一時興起”、“三分鐘熱度”都是父母眼

中小孩子的不懂事和頑皮，但其實這些都是孩子

的探索、嘗試和追尋。

否定、反對和貶低，是大多數父母的做法，

殊不知這樣打擊到了孩子探索的勇氣和自尊心，

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唐· 艾裡姆說過：“掌握好責駡與訓斥的方法

與技巧，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與效果。不當的責

罰，不知不覺中會傷害孩子。”

教育與傷害只有一步之遙。

什麼是好的教育？

鄧亞萍說：與孩子平等交談，講道理，擺事

實。

成年人之間說話，我們都知道，要注意分寸

，恰到好處，點到為止。

合格的父母，會把孩子當成大人去溝通，維

護孩子的自尊心，讓孩子在健康的語言環境下成

長。

03 維護孩子的自尊心，高情商父母絕對
不踩這“三大雷區”

隨意貶損孩子，只會讓孩子的自尊心受損，

陷入自我懷疑。

父母就是孩子的園丁，孩子的健康成長離不

開父母悉心的呵護與培養。

要想維護孩子的自尊心，父母需要注意以下

三個方面：

1、別把孩子丟臉的事情當成趣聞

家庭聚餐中，親戚們原本還在愉快地聊天，

剛上初中的表妹坐在一旁突然哭了起來。

原來，她是為了剛剛她媽媽的一句調侃：

“你看，她都發育了。”

在媽媽的眼中，女孩發育是很正常的，不是

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表妹的哭泣讓我們認識到，這對她來說，

不是什麼好玩的事，而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

。

很多父母喜歡當眾打趣自己的孩子，卻忽略

了孩子內心的反感。

打趣孩子出醜的事情，實際上是讓孩子再一

次出醜。更何況讓他再次丟臉的，是生來就信

任的父母。

因此，父母不應該調侃孩子的醜事，而是要

給孩子充分的安全感和尊重。

2、停止破壞性地批評孩子

美國一個權威機構曾對孩子們進行過一次測

試，發現 1歲的時候孩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高

達 96%，可到 10歲的時候，孩子豐富的想像力

、創造力只剩下原來的4%。

其原因是孩子在成長中受到過傷害。

而殺傷力最大的傷害，就是父母的破壞性批

評，也就是言過其實。

“你連這個都做不好，以後只能去撿垃圾！

”

“都是因為你拖了大家的後腿！”

“我怎麼生了你這麼個草包！”

小錯誤被無限放大，有時連大人都做不好的

事情，卻嚴苛地要求小孩做好。

可是小孩還在成長，難免犯錯。

孩子犯錯的時候，父母需要做到就事論事，

不可將錯誤上升至人格尊嚴。否則教育過度，

反而會使孩子內疚和自卑。

3、別拿孩子與別人比較

綜藝《少年說》中，女孩袁璟頤控訴媽媽：

“為什麼我的努力你總是看不到？總是拿我跟別

人比較？”

生活中，很多父母只顧著找榜樣，卻無視了

孩子的努力，嘴裡常說“你看XXX，你怎麼比不

上人家”，想著用這種方法激發孩子的好勝心。

但是，正如古人言：“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

孩子因為不服輸而努力了，卻得不到父母正

面的回饋，只會讓孩子的士氣慢慢衰竭，最後自

暴自棄。

此時父母的“激”就變成了一種貶低。

教育其實是批評和鼓勵相結合。

父母就是孩子的天和地，孩子比誰都要渴望

父母的認可和肯定。

父母要把鼓勵與批評結合起來，軟硬兼施，

才能讓孩子有前進的動力。

孩子跌倒也好，緩慢前進也罷，孩子都是在

成長。

在成功中收穫喜悅，在挫折中吸取教訓，唯

有如此，才能具備不斷前進的動力。

這種不驕不躁、越挫越勇的能力，需要父母

的耐心培養。

父母不打趣、不貶低、不攀比別人家的孩子

，就事論事，讓孩子看清自己腳下的路，孩子才

能走得又穩又遠。

不想讓孩子成為“玻璃心”？
父母需要牢記這幾點

前段時間看到一則微博：受新冠疫
情的影響，印度童婚事件發生率比去年
同期上漲了60%。

一些父母迫于生計，將家中女兒嫁
作他人婦，來減輕生活的壓力。

這些女孩，60%還未滿18歲，30%
在11歲到15歲之間。

“如果我不嫁人我會被打死的，求
求你救救我。”無數個女孩子發出求救
的聲音。

可她們的命運會因為一次被救助而
改變嗎？

對於這樣的父母而言，女兒並不是
代表著自己的孩子，自己生命的延續，
不過是一張吃飯的嘴，一個花錢的負
擔。

原生家庭之痛，何解？
有言雲：生而不養，不如鳥獸。養

而不教，愧為父母。教而不當，父母之
過。

為人父母三大過，即是如此。
生而不養

電影《何以為家》開場的第一句話
就是：我想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
了我。

贊恩不知道自己幾歲，也許是 12
歲，也許還不到 12 歲，可從沒人關心
這個問題，他就在苦難中稀裡糊塗地長
大。

他的童年裡沒有明亮的房子、沒有
嶄新的玩具、沒有熱鬧的遊樂園，有的
只是潮濕陰暗的貧民窟、父母的打罵、
隨時爆發的戰爭。

贊恩沒有嘗過家庭的溫暖，他一心
想要保護的妹妹，還是被母親無情地賣
給了房東。年幼的妹妹懷孕大出血撒手
人寰，贊恩心裡的陽光也死了。

可母親並沒有悲傷，她冷冷對地告
訴贊恩：我又懷孕了，上天把妹妹還給
你了。

生育不再是上天美好的恩賜，而是
淪為一種謀生賺錢的手段：兒子可以幹
活，女兒可以嫁人換禮金。

他們早已忘記了初為人母時的悸動
和期待，剩下的只是順應命運的麻木。

如果父母只顧自己享有“生育”的
權利，那麼孩子要求“幸福”的權利
呢？

生而不養，是為人父母的第一過。
為人父母三過：生而不養，養而不

教，教而不當
“我希望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

了。”“我以為我們能活得體面，能被
所有人愛。”“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
我的鞋子更值錢。”……小贊恩的句句
控訴，震撼人心。

父母這個詞，從來都沒有那麼簡
單，“生”是本能，“育”是責任。可
有很多人，只貪圖本能帶來的一時歡
愉，卻不承擔起那份沉甸甸的責任。

生而不育，只會悲劇成為一個循
環，接連上演。

但悲劇應有落幕時，每個孩子的人
生都應是一出溫情劇。

生活之于成年人，或許隨時都有重
新開始的勇氣和權利；但生命之于孩
子，卻只有一次，一出生就是一輩子。

因此，不要盲目地把孩子帶到這個
世界上，讓孩子承受他本不該承受的苦
難和傷害。
養而不教

今年夏天最“火”的女孩，無疑是
鐘芳蓉。

留守女孩，高考狀元，北大考古
系，一夜之間她的身上被貼了許多的標
簽，但是這個姑娘依舊質樸，沒有在輿
論的包圍下改變初心，沒有在光環的籠
罩下迷失自我。

她的父母就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工，
沒有學識，不是精英，但是他們對孩子
的關愛不因距離而減少。

女兒成績優異，夫妻二人咬咬牙將
她送去了市里的寄宿學校，高昂的學費
壓不垮他們的脊樑；他們明白陪伴的重
要性，母親就返鄉在制衣廠打工，陪伴
著她成長；他們學識短淺，不能給她學
習上的幫助與經驗，他們一直站在她身
後給她鼓勵；他們沒有把家庭的命運綁
架在她身上，總是安慰她盡力就好；他
們因女兒的優秀而驕傲，但更因“以後

她的孩子不會是留守兒童，他們一家人
可以快快樂樂生活在一起”而滿足……

誰說“寒門難出貴子”？
貴子不是年薪百萬，不是名譽加

身，而是品德高潔、理想崇高，就像鐘
芳蓉這樣。

這對樸素的父母，用最簡單的人生
觀，教育出了最優秀的子女。

可是城市裡的無數孩子，享受著很
好的物質條件，卻還是感受不到家庭的
愛。

之前看《少年說》，一個小男孩站
在高臺上，對著父母喊出了自己的心
聲：“我一直以為手機才是你們的孩
子，我希望爸爸媽媽放下手機，能多陪
陪我。”

明明是親人，卻像是陌生人，明明
近在咫尺，心卻相隔千里。

養而不教，是為人父母的第二過。
如今越來越多的孩子因為手機而犯

錯，打賞網紅、瀏覽不良網站、貸款、
無限度地遊戲充值……當一個又一個悲
劇降臨到孩子身上時，後者不斷地控訴
網絡和社會，卻從來沒有反思自己，作
為一個父母是否合格。

其實教育孩子這個永恆的話題，聖
人孔子早在千百年前就給出了答案。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窮養、富養，都不如教養。
你想要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那你

就先成為這樣的人。

教而不當
《可怕的孩子》中有這樣一句話：

“他們只是孩子，在以愛為名的遊戲
中，既任性又無辜，既天真又可怕。”

孩子犯的錯，有時真的很可怕。
前段時間在上海的一家書店裡，發

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結舌的事。
一名5歲的小姑娘在兒童區讀書，

一個 10 左右的男孩湊了過來，要帶著
她去洗手間。小女孩拒絕了對方的要
求，但男孩並沒有就此停手，而是強硬
地掀小女孩的裙子，脫小女孩的內褲，
之後還讓女孩兒撫摸自己，甚至誘騙小
女孩舔自己的下體。

由於兩個孩子的位置正好被桌子擋
住，是家長的視覺盲區。女孩的家長並
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不過小女孩機
靈，脫身後立即告訴了媽媽。

查看監控後，女孩的媽媽態度強硬
地去找對方家長理論。

可對方家長的言辭卻讓人大跌眼
鏡。她不僅不承認自己孩子行為的不當
之處，甚至大言不慚地對那個五歲的女
孩說——你是自願的。

有母如此，哀其不幸。
教而不當，是為人父母的第三過。
無法想像，在這樣的教育下，這個

男孩日後會成長為怎麼樣的人？
他會怎麼樣看待女性？他能不能承

擔起男人的責任？他會不會永遠以“她
是自願的”為說辭來為自己錯誤開脫？

《爸爸去哪兒》節目中，4歲的嗯

哼喜歡粘著小泡芙，還偷親了小泡芙的
臉頰。

在觀眾眼中這就是小萌娃之間的有
愛互動，無傷大雅，但是杜江的教育方
式卻人無數人受教：

他拉開了嗯哼，嚴肅地教育道：
“你要親人家，需要徵求同意的”，並
且耐心的跟小泡芙解釋，問小泡芙有沒
有生氣。

不 管 是 什 麼 人 ， 不 管 他 年 齡 幾
何， 他們都有被尊重的權利，也都有
學會尊重他人的義務。
為人父母是一場修行

電影《小偷家族》裡有這樣一句臺
詞，我始終銘記在心：

“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你們是否
做好了準備當好一個父母？而不是在多
年以後相互責怪，當初為什麼要生
他？”

如果選擇讓孩子來到世界，就應該
盡到父母的責任。給他愛與呵護，但也
給他鞭策與砥礪。

你若貧窮，就教會他頑強；
你若富有，就教會他珍惜；
你若時運不濟，就教會他知足常

樂；
你若萬事順遂，就教會他面對坎

坷。
為人父母是一場漫長的修行，要知

道，我們傾其一生能留給孩子的物質財
富是有限的，但寶貴的精神品質卻一生
受用。

為人父母三過：生而不養，養而不
教，教而不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