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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给我开罚单
开学后，儿子变得特别贪玩，课后

作业经常完成不了。 老师一再打电话
过来提意见。我批评了儿子多次，他每
次都是虚心接受，却屡教不改。

为了提高约束力， 我决定对他实
行经济制裁。 他有几百元压岁钱存在
我这儿， 打算攒够了买轮滑鞋。 我规
定，每拖欠一次作业，我就开一次不守
信用罚单，从他的压岁钱里扣除 10 元
钱。 儿子一听有点不情愿，提意见说，
只罚不奖，这个规定不合理。

我一想， 也是。 于是又加上了一
条：如果接连一个星期表现良好，就奖
励 10 元。

规定生效后， 开始儿子并不以为
意，依旧我行我素，每天放学后都玩得

昏天黑地， 等玩够了再急急忙忙赶作
业，少不了丢三落四的，第二天又挨老
师批评。

每次我看着都很生气， 但极力忍
住不去管他。 估计儿子心里在想，反正
压岁钱有几百元，几张罚单伤不了他。
然而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晚了， 短短的
半个多月， 我根据向老师了解到的作
业完成情况， 就给他开了近 10 张罚
单。 眼见着压岁钱越来越少，轮滑鞋即
将泡汤，儿子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我硬起心肠，不为所动。
儿子痛定思痛， 于是逼着自己认

真完成作业。 开始，他每天放学后都要
在玩和做作业之间纠结半天。 渐渐地，
完成作业再去玩也就成了习惯。 因此

儿子再没收到过我的罚单， 而且每个
星期还多了 10 元奖励。

可能是觉得奖励的速度太慢，一
时半会儿弥补不了之前的亏空， 所以
儿子打起了我的主意， 提意见说经济
制裁只针对他一个人不公平， 大人答
应的事做不到，也必须开罚单，罚来的
钱归他。

我想了想， 为了彰显父子间的平
等，很爽快地答应了。

转眼一个月过去。一天，儿子声称
自己买轮滑鞋的钱已经攒够，我提醒
他记错了，还差一大截呢。 儿子得意
地拿出日记本说：“加上你的罚款，足
够了！ ”接着就念了起来：“说好礼拜
天带我去青松岭公园玩，说话不算话

，罚单一张；答应给我买童话书，但后
来忘记了，罚单一张；吹牛要把我变成
象棋高手， 但直到现在都没和我下过
一盘棋……”

儿子滔滔不绝地念着， 直听得我
头上冒汗、脸上发烧。 最后一算，一个
月竟然有 16 张罚单。 我从不知道，自
己也竟然如此不守信用！ 别看这小子
整天默不作声， 原来一直都等着秋后
算账呢。

面对着儿子得意的笑容， 我无话
可说，只有认罚。 由此心下也感慨，对
于孩子，不但要言传，更要身教，要求
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这样才
能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

（王金刚）

改改善善家家庭庭微微环环境境 预预防防童童年年恐恐慌慌
很多孩子存在童年恐慌，面临不

能理解也不能承受的巨大压力，导致
强烈而持久的焦虑心态。

日常生活中，儿童面临的最主要
压力与学习有关，且呈现逐渐增长趋
势。 巨大的学习压力扭曲了儿童的学
习动机和人格发展，导致儿童认知需
要缺乏，竞争需要强烈，人际关系不
良，使童年失去快乐，对未来产生不
可预知的疑惑和恐惧，致使厌学甚至
厌恶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新的调

查数据显示，在非周末，仅 1.6%的少
年儿童没有课业负担 ，33.3%的少年
儿童用一到两个小时做作业，花 3 个
小时以上做作业的占 13.8%。 而在周
末，用 3 个小时以上时间做作业的少
年儿童占 23.6%。

中小学生主要的事情无疑是学

习成长，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闲暇时
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只是忙着
完成家长、 老师或辅导班布置的课
业，那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性就可能
会被抹杀，学习只会给他们带来巨大
的压力，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自由与
和谐发展。

少年儿童全面发展需要有自由

时间用于自由活动。 闲暇时间不足，
会影响到睡眠时间不足。 另外，各种
课外培训、学科辅导给儿童增加了额
外的压力，儿童参加补习班的年龄也
呈现下移趋势。 有孩子回答记者采访
时说：“虽然耽误了玩的时间，但是在
现在这个社会体制之下，这样的事情
没办法违抗，只有适应社会。 ”可见孩
子的学习动力已经从学习知识本身

转化为自身发展的需要。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人的学习过

程中，以学习知识本身为目的的认知
需要，是最稳定、最持久也最重要的
内在需要，而把学习作为竞争的手段
从而提高自己在群体中地位的竞争

求胜需要，是最消极的需要，也是一
种外在的需要。 竞争需要较强的学生
攻击性也较强，他们很难体验到和谐
与快乐，甚至无法接受别人的成功。

沉重的学习压力和激烈的升学

竞争扭曲了儿童的学习动机，强化了
儿童学习的竞争需要，弱化了认知需
要，使大部分儿童丧失了学习的兴趣
和内在持久的动力，陷入焦虑之中。

当儿童感到太多压力而又无法

回避时，就会产生心情不好、烦躁、睡
不着、不想学习、自卑甚至绝望的情
绪体验。 随着年级增高，这种情况也
呈现增加趋势。

导致童年恐慌的原因很多，社会
上热捧状元、追逐成功等功利的价值
观和舆论导向是深层原因，教育评价
指标单一、学校过度追求升学率是重
要原因，父母不合理的期望和不当的
教育方式是直接原因。 大部分父母对
子女人际交往、自理能力、性格养成、
兴趣爱好、情绪情感等发展性因素关
注度较低，只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
期待和要求过高，大多数儿童难以做
到，成了“失败者”，丧失了自信，陷入
恐慌和绝望的痛苦之中。

面对同样的压力，并非每个人都
恐慌，关键在于能否理解和承受。 比
如，作业过多的压力是硬指标，父母
的态度就是软指标。 父母如果善于缓
解孩子的压力， 孩子可能不会恐慌。
实际生活中，那些拥有现代教育理念
和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孩子一般不
会产生童年恐慌，依然可以享受童年
的快乐。 可见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法
非常重要。

孩子是在体验中成长的，要有很
多锻炼机会才能坚强，内心才能建立
起一种行为反应机制，不管遇到什么
问题都不慌张， 立刻弄清怎么回事，
选择恰当的解决方案。 父母要多鼓励
孩子大声说出自己担心的事情，让孩
子明白表达情绪不是软弱的表现，帮
助孩子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让孩
子对自己保持信心，积极、乐观地面
对压力。

父母尤其要培养孩子抗挫折的

能力，只有表扬没有批评的教育是不
负责的教育。 父母要经常和孩子讨论
人生大事和人生经验，比如将来做什
么人，从事什么职业等，在交流中渗
透价值观的引领。 要让孩子知道，每
个人都能成功和幸福， 让孩子相信，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预防童年恐慌，父母是主角。 家
庭教育要将立足点从子女 “成才”转
向“成人”这一终极目标，举起捍卫童
年的旗帜， 改善家庭教育微环境，引
导孩子理解和承受压力，不给孩子过
多的压力，让孩子拥有幸福而完整的
人生。

（据《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