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一位妈妈对我说，今年开学

时，她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一个机器
人、一个围棋、一个架子鼓，结果孩子每个

月放弃一个：说围棋太难，总是坐着没劲
儿；架子鼓的老师很凶，不想去了。到了期

末，就只有机器人还勉为其难地在继续。
每次看到孩子说不想学的时候，她都不知

道怎么跟孩子说。

几乎所有的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给孩子报兴趣班时，什么都想学。可坚持

不了几天就变卦了。其实，新鲜劲儿过后，
才是真正考验耐力的时候。

孩子提出不想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
听到父母这样几种回答：“我们说了算，赶

紧好好学。”“好，宝贝，我们不学了！”“真
是够笨的，你同学都学了，就你不会。”但

很少有父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不大去
顾及孩子退缩背后的原因。其实当孩子提

出放弃时，家长的回答很重要。毋庸置疑，
这时的爸妈们是纠结的：是听孩子的，选

择放弃，还是要继续坚持，逼一下他？因为
放弃谁都会，坚持却需要足够的耐力和勇

气。我觉得在放弃前，父母有责任适当地
逼一逼孩子。而如何理解这个“适当”真正

考验着为人父母的智慧。
我认为，首先得明白：适当逼孩子是为

了培养他们的韧劲和耐心，而不是为了逼他
们去帮我们实现未达成的梦想，更不是把孩

子当作自己的作品，拿来和别人做比较。
我的儿子小小鱼也学钢琴，每周两节

课。上了半学期时，他说：“爸爸，弹钢琴太
难了，我不想弹了。”那次，我拉着他小小

的手，放在我的手心说：“是呀，是不是用

力弹的时候，手指会疼？”“嗯！还要记很多
东西。”从他的话里，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

压力，但我看不出他对学琴的反感，我看
到的是一个需要支持的孩子，所以我对他

说：“再坚持几年试试，到时如果你觉得不
想学，爸爸支持你，现在才刚刚开始，这就

放弃太可惜了！”儿子欣然答应。之后他也
没有再跟我说不想学的话。因为我理解他

的心情，也给了他建议。当然，我也开始去

学，做他的学生，和他一起学。
其次是要把握好这个度。比如一本好

书，开头也许平淡无奇，但也许读着读着
就舍不得放下了；一部精彩的电影，开头

也不一定扣人心弦，但往往再多看一会儿
就有了美好的收获。在兴趣的培养上，我

也持这个态度。因为适合孩子的，做起来
会得心应手，信心满满。

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努力陪伴孩子，
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扇门，然后坚持走下

去。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学，开始想尽办法
对抗，甚至偷偷放弃时，我们要冷静下来，

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分析原因。比如有一
段时间，小小鱼的妈妈给他报了一个比较

难的跟读班，因为跟不上，小小鱼压力很
大。后来我也对老婆说：“最近学习任务加

重，先给孩子一个过渡期。”学习从来都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坚信可以变得更有

趣一点。
另外，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往往比知

识的获取更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再
辛苦也会觉得快乐。作为父母，也要成为

终身学习者，成为孩子学习的伙伴。言传

身教很重要，你常常读书，孩子也会翻看
你的书。当他对一切都充满了跃跃欲试的

学习冲劲、兴趣之门被打开时，一切就好
办了。

当孩子说学得太苦的时候，请告诉他

们：“没有努力的幸福是不长久的，哪怕你
想象得再美，没有汗水的快乐也是不真实

的。小时候必须努力学习，未来能攀登高
峰，看到更美好的风景。”

很多年后，我们会发现，那些不想学
就不学的孩子往往会后悔自己当年为何

没有多坚持一会。
每个人都希望能找寻到自己的价值。

因为尊严和价值感会让你觉得快乐。而这
些，却跟汗水有关。放眼望去，每个优秀的

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更努力的父母。

最近，朋友建青郁闷得很，儿子

在为别人打工，工资却由他支付。说
起这件荒唐事，他苦不堪言。

几年前，他们夫妇送儿子去加拿
大留学，不料儿子大学毕业后，既没寻

到工作，也不愿海归，而是“泊”在屋子
里打游戏。夫妇俩专程去加拿大看望

儿子。当他们敲开门，看见儿子那张苍
白的面孔和迷迷糊糊的眼睛，以及一

堆摞在水槽里没洗过的饭碗时，便感
到问题不小。无奈的建青求助于在加

拿大经营公司的老同学，希望能为儿
子提供一份工作。看在建青的面子上，

老同学表示愿接纳试试。

数月后，老同学委婉地说，这孩
子人倒是蛮聪明的，就是心不在焉，

没责任心。言下之意便是要辞退了。
建青踌躇再三，又厚着脸皮与老同学

商议，说儿子如果没了工作，那就纯
粹玩游戏了，不如还在你公司上班，

工资由我们支付，这样好歹还能分散

他的精力，不至于完全沉湎在游戏
中。老同学哭笑不得，说你们这样做

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设法调教孩子才
是正理。“怕是晚喽！”建青说：“从小

我们就对他百般呵护，以至于他到现

在还稀里糊涂的，以为爹妈是永远的
靠山。”建青的懊恼，或许道出了孩子

长不大的原委。
孩子用得着那么“精心”吗？过度呵护会不会

剥夺了孩子本身具备的内在能力？陡然间引发的思
考，让我想起自己孩提时代的一段往事。

我年长妹妹五岁，当妹妹还坐在小推车里咿呀
学语时，我也只是个龀龄小儿。那是上世纪六十年

代末的一个下午，外婆去里弄开会，留下我一人在

家照看妹妹。出门前，外婆将家里的几块糕点放在
竹篮子里，挂在架在门框上方的竹竿头梢上。可待

她回来，发现竹篮子还在，里面的糕点却不翼而飞
了。或许是我小时候比较贪吃，抑或是家里除了我，

只有一个尚不会走路的妹妹，外婆一口咬定是我偷
吃了。我自然不认账，可证人只有一个还不会说话

的妹妹，亦是白搭。外婆便用一把木尺抽打我手心，

我委屈至极。讵料，外婆转而又问，竹竿这么高，你
怎么够得着？为免遭再次挨打，我开始编造，说搬个

凳子爬上去的。外婆看了看高度脱口道：“你就是站
在凳子上还是够不着的。”顺着外婆的提示，我是可

以为自己辩解的。但不知怎么，我居然开始“胡说”：
“我在凳子上面再摆一只凳子，让妹妹扶着。”这就

更不靠谱了，妹妹连走路都不会，又如何来扶我？
其实，小小年纪的我，此时心里想的是要“破

案”。我把外婆打我的那把尺子扔到了窗外，然后

就跑到邻居家去哭诉我挨打的经过。因为那时家
里的门常常是虚掩着的，悬在近门口的竹篮子，也

有可能是被路过走道的某个邻居取下。果然，晚饭
后，邻居陶家姆妈拿着两包卷子面来我家说原委

了。这天下午，她家来客，家里一时没什么好招待
的，便想找邻居应应急。她推开我家门，见屋里没

大人，只有两个孩子在午睡。抬头见竹竿头上有一
只竹篮子，遂取下，见里面有糕点，便先拿着去应

酬客人了。真相大白后，外婆搂住我，说错怪我了，
又关照我，以后没做过的事，切不可轻易认下。不

知如何，我并不怎么怨外婆，或许是外婆真诚的歉
意化解了我的怨气，反倒是为暗地里扔了她那把

使惯了的裁剪布料的尺子而感到愧疚。

现今回想起来，如果当年的外婆本着不过是
几块糕点而已，切不可伤了孩子的想法，我与外婆

之间也不会发生一场斗智斗勇。正是外婆一系列
自然情绪的反应，使得小小的我在与外婆的碰撞

中，竟发挥出一个孩子与大人匹配的应对能力。
孩子，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柔软，有

时，孩子的智慧和坚韧恰恰是在与大人的“博弈”
中得到磨练的。反之，如果一味地顾及孩子的感

受，不敢触碰孩子的内核，待今后当他们走向社
会，谁又会时时顾及到他们的各种情绪，谁又会给

予他们理所当然的百般呵护？沙漏现象或许可以
给人以启示，爱就像手上的一捧沙，握得愈紧流失

得也愈多。当你发现，已经捧不动手上的巨婴，而
他们又不能立起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曾看到朋友一家老少都跟着孩子说普

通话，心里很不以为然：“都是上海人为什
么在家还要说普通话？再说现在学校、电视

里说的都是普通话，还怕孩子学不会吗？以
后，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说一口标准的上

海话！”后来，我也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老式的大楼里，邻
居们都是老上海，儿子说一口刮辣松脆的

上海话，在爷爷奶奶中混成了人气王。可去
年搬了新家，第一次跟邻居接触，小家伙就

遇到了语言障碍。对门住着一家新上海人，
带儿子乘电梯时，碰见了那家的老爷子，小

家伙小嘴甜甜的：“爷爷好。”爷爷也很热情

地回应：“小帅哥好！”接下来，按惯例是儿
子自来熟的聊天时间，他叽里咕噜地说了

一大通，爷爷却只是和蔼地看着他，笑容里

带着一丝尴尬：“你得说普通话。爷爷听不
懂。”这下轮到我尴尬了：“不好意思，我们

还没教他。”
新家在花园式小区，儿童乐园是孩子

的天堂，傍晚或节假日，那里都是嬉戏打闹
玩耍的孩子们。儿子也不例外，他兴奋地和

周围的小伙伴说这说那，可小朋友们对他

的一口上海话一脸茫然。儿子有些蒙，但还
是试图和大家一起玩，看见小妹妹把手伸

到滑梯的栅栏里，着急得一个劲儿地说：手
手要哇哇咯。小女孩呆呆地看着他大呼小

叫，差点被吓哭，还好她的奶奶过来把小哥

哥的好意“翻译”了一下。小家伙又去找别

的同伴玩，但鸡同鸭讲地始终玩不到一起。
看着儿子闷闷不乐，我心里也不好受：是我

错了吗？

儿子快三岁时，我给他报了个早教班，

需要孩子独立在班里和老师交流。但老师
的反馈一直不理想，说他独立操作时完成

得不错，但就是不专心、不说话、不回应。我
总觉得是孩子的社交能力有欠缺，那段日

子也没少担心。可没过了多久，中心换了一
位老师，那是个上海老师，上课的时候见儿

子老是望着窗外，就用上海话问了一句：

“侬勒看啥呀？”儿子立马回答她：“喏，外头
有部车子。”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之所以

没回应，是觉得自己说不好普通话才干脆
闭口不言的。
可若问我，是否后悔教孩子上海话，我

却也说不上来。诚然，也许他从小就说普通

话会让他在社交上排除一些非必要的障
碍，但上海的小囡不会说上海话，也确实是

一件让人惋惜的事。不久前新闻中播出了

上海正在推广普及上海话，其中一名接受
采访的孩子对着镜头说：“我是上海人，可

是我不会说上海话。”看了让人感叹悲哀。
现在儿子上了幼儿园，说起话来，上海

话里掺杂着普通话，听起来可爱好笑却也
不伦不类。有时候也不免惆怅，将来还会不

会有说一口纯正上海话的上海小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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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说：

“我不想学了！”

◆

周
珂
银

本版编辑∶王瑜明 视觉设计∶邵晓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52021 年 1月 31日 星期日

/ 亲子

孩
子
其
实
并
不
柔
软

亲话题

图 IC

上海小囡的上海话 ◆ 卫勍雯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
自苦寒来， 有人说， 孩子兴趣
的培养， 不能只靠兴趣班， 更
重要的是父母的引导和培养以
及孩子的苦练。 可当孩子说不
想学或学不会时， 你是否还会
和孩子站在一起， 共同面对、

解决问题？ 这时， 究竟该放弃
还是继续坚持？ 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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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里掺杂着普通
话，听起来可爱好笑却也不
伦不类。 有时候也不免惆
怅，将来还会不会有一口纯
正上海话的上海小囡呢？

颖静 摄

    爱就像手上的一捧沙，握得愈
紧流失得也愈多。 当孩子走向社
会时，谁又会给予他们理所当然的
百般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