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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孩子“试错”

不久前我去英国，住在
当地一位朋友的家里。晚饭
前我惊讶地看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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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儿子约翰像个大人似的
准备餐具、端菜上桌，晚饭
后又一趟趟地往返在饭桌
和厨房之间，把需要清洗的
餐具放进水槽，并逐一清洗
起来。看着孩子忙忙碌碌的
样子，我很心疼，连忙站起
身来打算帮忙，却被朋友制
止了。

朋友说：“你不用插手，

约翰会做好的。 ”我好奇地
问：“这么小的孩子，不怕把
碗碟摔破划伤自己吗？ ”朋
友笑笑说：“你太小看孩子
了，约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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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开始就练习
洗碗了。 ”

看着我难以置信的样
子，朋友解释说：“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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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时候对洗碗发生了兴趣。

那一次，约翰不仅把自己浑
身弄湿，还打碎了碗。 他吓
得直哭， 以为我们会责怪
他。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给

他洗了澡， 换了干净衣服，

然后系好围裙，给他仔细示
范如何才能把碗洗得干干
净净。 在我的示范下，经过
多次练习，约翰慢慢学会了
洗碗。 ”

半小时之后，约翰做完
了厨房的卫生。 我想，这下
他该休息一下了吧， 谁知，

他又跑到屋外的草地上操
作起了除草机……我被惊
得目瞪口呆！

朋友说：“约翰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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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他要做的家务还不止
这些。 作为男孩，除了常规
的家务， 还要帮忙洗车，冬
天的时候要扫树叶、 扫雪，

另外，还要逐渐学会修理草
坪、 换吸尘器里的垃圾袋、

擦玻璃、换灯泡、修理家里
的水管、电器，甚至连修汽
车也要能略知一二。 ”

“天啊，你也太狠心了，

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么多
家务， 你也不怕他做不好，

再说这样也有安全隐患
吧？ ”我有些惊讶地问。

朋友说：“在英国，孩子
不论年龄大小，都是重要的
家庭成员，也要像大人一样
负起该负的责任，而承担家

务则是最好的方式。孩子一
开始当然是不会做家务的，

但英国家长实行的是‘试错
教育’，孩子做家务时，家长
只需要在旁边时时监督，不
但能保护孩子，还能及时纠
正错误，并给他们做出正确
的示范。经过多次练习和尝
试，吃一堑，长一智，让他们
在错误中成长、成熟。 你们
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叫做‘实
践出真知’吗？ 小孩子一样
有试错的权力， 老怕做错，

什么也不让他干，那他什么
时候才能真正学会呢？ ”

朋友的一席话让我感
慨不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
上，国内的父母总是习惯一
手包办，抢着帮孩子把问题
处理掉，以为孩子长大自然
就会做了。 其实，不让孩子
练习，呵护过度，怕孩子不
能胜任，甚至受伤，孩子难
道会一夜长大？

英国家长的“试错教
育” 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爱孩子，就要给他尝试失败
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失败都
是成功的伏笔，这样才能让
孩子学会如何规避风险，慢
慢成熟。 那些和我一样常
常为孩子冲锋陷阵的父母，

向英国家长学学“试错教
育”吧。 （王雪梅）

当面议论孩子成绩

得不偿失

有个妈妈问我：“女儿
成绩不错， 一般在班上总
能在前五名。 平时和我也
很亲热， 无论什么事都愿
意告诉我。 前两天带女儿
去同事家做客， 同事家孩
子和我家女儿一样大，期
中考试得了年级第一。 我
真是很羡慕， 说了自己女
儿几句： 要好好向人家学
习， 不能光满足班级前几
名，要争取年级第一！ 女儿
满脸不高兴， 回家后几天
了也不理我， 我不知道做
错了什么？ ”

看起来这位家长和女
儿相处得很好， 女儿成绩
好，也让妈妈非常骄傲。 家
长关注孩子的成绩， 在与
同事、 朋友谈论孩子的时
候常常会说起孩子成绩如
何，是十分正常的。 同事间
聊天常常提到孩子的成
绩， 往往都会夸奖别人家
的孩子， 又常常把别人家
孩子的优点和自己家孩子
的缺点相比较。 如果孩子
不在场， 孩子成绩好些的
家长似乎表现得很“谦
虚”，孩子成绩差些的家长
往往表现出羡慕， 这是无
可厚非的。 但是，孩子在场
时情况就不同了。

人都希望得到表扬，

孩子学习的动力， 很大一

部分来自老师、 家长不断
的表扬和鼓励， 希望自己
任何一点进步， 哪怕是很
微小的提高， 都能得到肯
定。 孩子借助老师、家长的
表扬和鼓励来建立自信
心，转换为对自我的肯定，

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和坚韧
的毅力。 孩子经常听到家
长在外人面前说自己成绩
不好时， 体验到的是不认
可、 是否定。 尤其当孩子
“压力变为动力”的能力相
对比较差的时候， 就会对
学习没有信心， 以至于成
绩逐步下降。

更大的问题是影响
亲子关系的后续反应。一
旦孩子长期得不到认可，

就会产生对家长的疏离，

甚至怨恨。当孩子感到怨
恨而无助的时候，潜意识
中就有可能以不学习来
对抗。

孩子的成绩能保持班
级前列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位母亲在同事面前对
女儿的成绩不满时，考虑
过女儿的感受吗？ 呵护亲
情是家长的首要任务，况
且，对学习的评价不应单
一局限于成绩这个指标，

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关注的
内容。

（李建军）

家有俩宝，“大让小”不是万全之策

现在二胎家庭越来越多， 这对
于家庭来说除了亲子矛盾， 又多了
两个孩子的相处问题。 我们传统的
观念是“大的要多让着小的”。 想必
这也是大多家长选择处理两个孩子
问题的常用模式。 但是，这样做真的
好吗？

还没到饭点， 兄妹俩喊着饿了。

我找到半袋饼干， 只剩
7

片饼干，两
个人怎么分？幼儿园都学过的平均分
法，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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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半喽！ 知道兄妹俩都爱
吃饼干，也知道他们一贯要求公平待
遇，我小心翼翼地将一片饼干一分为
二，争取掰得一样大小，不然又落得
偏心的埋怨。

“妈妈你不公平！ 为什么哥哥那
半比我这半大呢？ ”

看看吧，果然如此。 我仔细看看

说：“谁说的，差不多一样大。 不然哥
哥跟你换一下。”说着，我从哥哥手中
抽出那半片饼干，又把妹妹那半片递
给哥哥。

哥哥却不答应，头一歪：“妈妈你
偏心！ 我要原来那半片。 ”

我有点情绪了：“儿子，不就半片
饼干嘛？你是哥哥，让着妹妹又怎样？

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有什么可计较
的呢？ ”

儿子不高兴地接过饼干：“你总
是叫我让着妹妹，你就只疼她。 这一
点都不公平！ ”

听他说得那么可怜， 想想我平
时确实常叫他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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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妹妹， 确实
给他造成了委屈，退一步讲，他毕竟
也还是个孩子啊，只不过比妹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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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而已。

为了暖他的心，我赶紧找出两块
糖果：“来，一人再吃个糖果好吗？ 这
次哥哥先挑选。 ”儿子才转忧为喜。

这事算是翻篇儿了，但是几天来
我一直在思考“大让小”这件事并不是
情愿的行为。如何才换一种方式，来解
决两人的争端呢？想来想去，干脆来个
逆向思维，既然“大让小”行不通，那就
来个两人自己商量、自己决定。

正巧， 收到的幼儿书籍里有贴
画，只一张，两人都想要。我没有像以
前那样帮他们分， 省得两边落埋怨，

而是说：“来，让哥哥来分。 我们相信
哥哥分得最公平了。主事的人首先得
公平，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会让别人
吃亏，不然怎么服人呢，是吧？ ”

儿子接过贴纸， 大概数了数，先
征求妹妹的意见：“妹妹，你看这样分

行吗？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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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过有一个最大的；

右边
10

个，虽然没有最大的那张，但
多

1

个。 你要哪边的？ ”

妹妹看了又看，犹豫片刻说：“我
要左边的。 ”

“好嘞！等我给你剪下来。 ”哥哥
说着，小心翼翼地、完好地将贴画剪
成两半。两人欢喜地拿着自己的那部
分玩去了，谁也没有怨言，谁也没有
说不公平。

二胎家庭的家长，与其坚持原本
就不公平的“大让小”，不如公平地换
成自我决定， 也能帮助孩子处世以
公，建立自己的权威形象。而且，孩子
之间反而很好说话， 他们有共同语
言，有民主的权利，有商量和协调的
方法，这样，反倒孩子欢喜，家长也不
落埋怨。 （胡运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