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鲍伊琳

    自从弟弟出生以后，老大就成了家里最

“不欢迎”新成员的一个人。
还在我怀孕时，老大就一直扬言自己不

喜欢弟弟妹妹。我和老公轮流给他洗脑，跟
他解释，多了一个老二，这个世上就多了一个

人来爱你，崇拜你：“你会多一个小跟班；你们
会是最亲密的家人⋯⋯”

“不，我最亲密的家人是你们，不是他！”

儿子板上钉钉地说，他倔强地抬头看着我们，
小杏仁般透亮透亮的眼里都噙了泪水。

我从那一刻开始意识到，让老大接受老
二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我们

对孩子的爱，会因为多出一个老二而进行复
制，但老大对我们的爱，却永远没法去改变容

量：因为它早就满满地充盈在幼小的生活里，
生怕有另一个入侵者来抢夺它。

我的一位好朋友家中有两个女儿，家庭
和睦，姐妹情深。有次我向他取经，怎料朋友

却说：“和睦，是因为我偏心。”
我以为他开玩笑，结果等来了他的理论：

最好的公平就是“故意”偏向老大。对老大来
讲，原来只有他一个，出来第二个了，你如果

公平处之，他也会觉得你偏向小的。人对变
化敏感，而不是对绝对量敏感。如果父母有

意偏向老大，老大心里舒坦，老二也觉得理所
当然，心里也会舒坦。不患寡而患不均，对家

里的两个娃来说，也是同一个道理。
我虽并不完全赞同这位兄台的理论，但

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家庭困境的方法。

有时候，如果真的一碗水端不平，一定要偏向
哪一边，才能让家和万事兴的话，或许这一边

应该遵守“先来后到”的原则。
尽管最终有所偏颇，但也不可太过。有缘

成就手足之情，必然有一个先来后到的秩序，
老二一生下来便已然接受了我有个哥哥或者

姐姐的事实，但老大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来接受弟弟或者妹妹的事实。而在接受的过
程中，必然也是一个消磨自私自利品性与完

成自我成长的历程，它夹杂着牺牲与痛苦，无
奈与死心。

毕竟，在没有老二出生的之前那些年，他
的爸爸妈妈是唯一属于他的，现在却要与人

分享这神圣的称呼了。这种被迫分享，与关注
度的削弱，又有谁考虑过他的感受呢？

所以，我选择了慢慢让老大接受。再艰
难，他都会最终扛过去，变成习以为常、安之

若素。
我以后绝不会在老大面前表现出对老二

的宠爱有加，也尽量不在老二面前批评老大，
免得损了他大哥的自尊。

我如今依然常常捧着老大的脑袋，跟他
讲：妈妈爱你哦，永远爱你。

我相信，让老大浸在爱里，他才能真正接
受一个事实：爸妈不会因为有了第二个小孩，

而夺去了本来属于他的东西。我们“偏向”他，
是要在心理上更关注他、爱护他，尤其是在一

切变化的开始。
为什么总说对待两个小孩，必须一碗水

端平？两个孩子，分明就是两碗水。我们就左
手一碗，右手一碗，才能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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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20 年 7月 26日 星期日

/ 亲子

“偏 心”

生活亦是学习 当
孩
子
犯
错
后
…
…

育儿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免不了犯错。

孩子犯错后，究竟是打骂惩罚，

还是摆事实讲道理？ 如何让孩
子知错、认错、改错？ 我们收到
了很多家长的来信， 大家都认
为：要纠错，方法很重要。 有家
长认为， 可以根据孩子不同的
错，采用不同的方法。也有家长
认为，当孩子有错时，一定要狠
心去纠正，不然的话，小错就会
变成大错。不过，也有一位妈妈
献计说：“要学会用微笑来面对
犯错的孩子。 ”

———编者

留言板

◆ 卫勍雯

    暑假，我们可以让孩子
更多地参与到生活中。 在做
家务过程中，他们也一样会
得到专注力、 动手能力、探
索欲、自信心、责任意识和
成功的体验。

    刚刚过去了一个特殊的学期，我们

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暑假。因为疫情，孩
子“闲”在家的时间比以往多了很多。虽

然他还只是在上幼儿园，做妈妈的我却
也舍不得时间白白流逝，想抓紧暑假的

机会，好好地给他补补课。
孩子显然并不领情，很快我就发现，

他的注意力非常不集中。无论是什么活

动，他都只有三分钟的热情：一幅画画了
一半就开始心不在焉；逻辑游戏也很快

变成了我单方面的热情；识字 APP，他只

在意 app中的游戏，对于我最看中的“认

字”和“练字”，基本能跳过就跳过⋯⋯这
可真是让人着急又无措，题可以逼着完

成，画可以硬按在座上画完，可内心真实
的缺乏兴致和专注力不够，又怎是“强

迫”一下就能扭转的？

正陷入“苦恼”的我，有一次，意外地
发现小家伙站在椅子上看外婆炒菜，居

然站了 20分钟不挪窝，直到看着外婆把

菜装盘了，他还兴致盎然。我忽然意识到：
原来当他在观察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注

意力是可以集中这么久的。我也由此受到

了启发，决定也给他分派一些家务：拣
菜、擦桌、给小狗喂食装水⋯⋯本以为他

很快就会厌倦这些，没想到他竟把这当
作了自己的任务，每天起床就会问：今天

吃什么菜，要拣吗？当他发现自己也能够
参与这些真实的、大人才做的事，并且出

一份力时，小小的他，很有成就感。

5岁的孩子能做什么样的家务呢？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放手，他们能做的远

比我们想象的多。我为他准备了小剪刀，
让他帮忙剪断菜根；给他小扫帚和畚箕，
让他练习扫地；现在他用他那把儿童专

用的小刀，已经能帮着切肉丁和蔬菜了。
这些事对于他来说都是可以做到却又有

些挑战的。由于不爱做手工，小家伙的手
部小肌肉往往没有其他孩子灵活，可是

他剪菜根却剪得津津有味，甚至开始自
己提升难度“要剪得最少且不浪费”。扫

地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最开始的时候，
小家伙可是花了好一阵子才能双手配合

着把垃圾送进畚箕里。更别说切肉和蔬
菜了，一只小手按着食材，另一只小手

瞧准了下刀的位置，一齐配合才

能完成任务。别说，在这几项活动中，儿

子却是最喜欢切菜这一项，可见挑战越
大越能激发他的热情。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支持态
度是最为重要的。当他第一次拣菜、剪根

分不清好坏、十分浪费的时候，我们没有

指责他，而先是感谢他：“今天帮了大忙
了”，只有成功的体验，才能让他有兴趣

和信心去做第二次尝试。当他怎么也没
办法把薄薄的纸片扫进畚箕里时，我没

有急着接过手来帮他，而是由着他慢慢
地试，直到他开口向我求助———探索的

过程远比干净的结果来得重要。当他第

一次用小刀切肉的时候，我没有在一旁
紧张地观望、时不时地指导（当然是在我

确保小刀未开锋的安全前提下），而是任
由他自己想办法把大大的肉块切成小小

的肉丁，勇敢地尝试、自我总结，往往比
刻板地教授更能让孩子记忆深刻。

在这些过程中我发现他非常地专

注，不再是印象中那个“注意力不集中”
的孩子。幼儿园里常有这样一句话“一日

活动皆学习”，日常家务教会孩子的不仅
是“勤劳、孝顺”，学习能力也不是只有

“做题”时才能得到培养。我想，在这两个

月的暑假里，我们还可以让孩子更

多地参与到生活中来，在做

家务的过程中他们也

一样会得到专注力、

动手能力、探索欲、

自信心、责任意

识和成功的

体验。

用微笑面对犯错的孩子
微笑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 它是一剂

化解矛盾的良药，也是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

更是一台增进感情的发动机。

像很多宝妈一样，我家也有个淘气鬼，家
里一刻不得安宁。前几天，刚下楼玩了没几分

钟，门卫大哥就发来一个视频，打开一看，好
家伙！儿子居然把拔来的杂草，塞进了直饮水

机的出水口，最气人的是，一同塞进去的还有
泥巴。

老公握紧拳头直奔而去：“快说！ 是不是

你干的？”物业王姐见状，一把拉住了他，然后
面带微笑地对孩子说：“小朋友别怕， 这事不
归你爸管，归物业管，刚才你是看到这水管漏

水了吗？ ”儿子摇头。 “那就不对了，有泥巴的

水被喝进肚子是多么不卫生啊。 ”说完，王姐

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儿子。“阿姨，我错了，我
就是想干一件大事， 这事真的与俊浩哥哥没

有关系！” 大姐竖起大拇指说：“这孩子有进
步，敢做敢当，是个英雄。来，阿姨和你一起把

这里收拾干净，让保卫科的叔叔录下来，为勇
敢勤劳的孩子点赞！ 小区文明除了大人更需

要孩子们的守护呢！ ”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过而改之

善莫大焉。 ”孩子犯错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

大人如何处理与引导。 粗糙暴躁的处理方式

与细腻温柔的处理方式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孩子犯错时，给他们送上一个微笑，其实也是

给自己一个缓冲， 有时甚至会让他们觉得大

人跟他是有共鸣的， 他是被理解的， 并不孤
独。这样，一下子就会将他对事物判断的能力

由原来的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

微笑的力量会化错误为正确， 那么就让

我们用微笑来面对孩子， 放下大人高高在上
的身份，凡事温柔以待，一起陪伴孩子共同改

正，共同成长。

———王玉凤

孩子犯错，一定要认真纠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犯大大小小不同的

错，父母要根据不同的错采取不同的方法去纠

正，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女儿做作业
时常粗心大意，容易出错。 她做完作业让我们

检查，当检查出错误时，我就直接在她的作业

本上用红笔指出。 一开始女儿不答应这样做，

因为害怕老师会批评她。 但在我们的坚持下，

她做作业认真多了，渐渐地，她的错少了。 我

想，这其实是在告诉她，自己犯的错，就要去承
担它的后果。

我们常听到一些家长，在孩子犯错后，会

说这样一句话“他还小，不懂事，长大以后就

会好了。”真的能因为孩子年纪还小就对他的
错误视而不见，彻底纵容吗？ 肯定不能，这样

做只能让孩子不断地犯错， 长大以后甚至还
可能会走弯路。

当孩子犯错时， 家长不能以年龄小为借

口开脱，或者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不但
让孩子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不知道改正，甚

至还会让他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错的都是别人。孩子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就

很难改正。

———郑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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