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上午，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女

儿老师的电话，电话里反映女儿丹丹没
有上交让家长签名的试卷。

孩子今年读小学二年级，在学校她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在家也很听话，
但老师反映的情况属实，这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

下班回家时，女儿正在写作业，我问

她今天到底怎么了，丹丹一脸不高兴，也
不理我，只顾低头写作业。我非常生气，

忍不住对她大吼起来：“再不说，我翻你

书包了。”

我的话音刚落，丹丹就“呜呜”地哭
了起来，转过身去慢吞吞地从抽屉里摸

出一个“纸团子”。我一把夺过来，原来是
两张 80分的考卷。我一下全明白了，顿

时又气又恨。但转念一想，女儿藏卷子，
肯定有她的想法。等丹丹稍平静一会儿，

我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轻声问：“你能告

诉我这是为什么吗？”丹丹边抽泣边说：
“我怕你打我，怕你不喜欢我了。”听到这

话，我的心里一紧。随即放开丹丹，拿出
笔在卷子上边签字边说：“妈妈怎么会不

喜欢你呢？来，让我们看看哪些什么地方
出了错。”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第一次
开始反省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我发现，自

从女儿上学后，自己关心的焦点就是孩
子的成绩，情绪似乎也受制于孩子的分

数。孩子考得好，自己一天都高兴；一旦
出了问题，我就先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也

许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分数成了维系父

母与自己的唯一的通道。所以，分数在孩
子眼中已不仅仅代表学习的好坏，而是

得到父母亲关怀和爱护的凭据。另外，在
大家的眼里，丹丹是个标准的好孩子，所

以这种过高的期待，必然会给她带来沉
重负担。当承受不了这种负担的时候，她

只有逃避。

从那以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做法，
我比从前给予丹丹更多生活上、感情上

的关心，每逢假日都带着孩子一起出去
玩，话题也由原来的学习为主，转变为更

多地询问孩子的交友、课余活动、爱好等
等。渐渐地，我与女儿感情上的距离拉近

了，她有什么话都愿和我说。当学习出问
题时，我也能平静地和她一起找出错误

的原因。我想告诉孩子的是：失败是难免
的，而且不可怕，建立起信心，与孩子一

起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相信下次一定
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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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有钱吗？ ◆ 鱼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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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还没有什么

“亲子共读”的说法。
一个小孩到底在什么时间、什么情

况下开始接触“课外读物”，堪称随机事

件。大部分的情况是，父母或某个长辈
喜爱阅读，就成了这个孩子亲近阅读的

机缘。
阅读能带来什么好处？也根本没细

想过。当年，我这个刚刚觉得自己认识
很多字的小学生，心里只有一个念想：

我想读有很多字的故事书！虽有中文系
爸爸的指引，我仍觉得，对自己最重要、

最疗愈、最滋养的阅读经验，是完全出
于自己意愿的、自由而随意的阅读。

从小，我的生活环境里就有很多书；
收到的礼物也都是书；认得很多字了，爸

爸还愿意给我念故事听。爸爸只有在买
书的时候豪气干云，我想我总算在这一

方面超过了他：特别豪气干云。正是因为
这些模糊的童年印象，即便我热爱着儿

童文学，也做着相关的工作，但对于孩子
的阅读，我抱持着更松弛的态度，我想我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像我爸爸那样，创造一个方便孩子阅读
的环境。我在自由的阅读中受益过，那么阅读对我

的孩子到底会有什么好处，他肯定会有自己的发
现。

在我家，孩子经常阅读的场所有二：书房和卧
室。这两个区域都有书架，他可以自由挑选、随手

拿到想读的书。睡前讲故事，当然是一个例行流

程，他会煞有介事地巡视书架，精挑细选、左右权
衡、讨价还价。但在一天中的其他时候，也许是早

上刚起床，也许是吃过晚饭，他会突然开始自己阅
读。某一次他静静地翻阅完一本书之后，意犹未尽

地合上说：“这本书真好看呀！”有时，我也很好奇，

一个不认字的小孩，到底在书中读到了什么。
图画书的挑选，则完全跟随着他阶段性的兴

趣。他基础的藏书来源于我多年根据自己喜好的

收藏，在他出生之后，才有意识地依据他的年龄、
理解力、兴趣为他选购。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喜欢

法国画家旁帝的《小鸡布莱兹和蛋糕城堡》，旁帝
是一个非常“神经病”的画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毫

无逻辑、荒诞的情节，以及铺天盖地的细节。这本
书被要求读了上百次，跟他一起找里面不同的小

鸡找到头秃。我拿来旁帝的其他作品，果然，他狂
热地爱着这样荒诞、无秩序的故事，不知道这些

故事安慰了他怎样的小小心绪？他在《大耳朵和
半个故事》里，读出的“世界上有五个地球”这样

的“野生”平行宇宙论；《贝托妮和她的一百二十
个宝宝》安慰了他害怕被妈妈抛弃的原始焦虑。

桑达克也是挚爱，《野兽国》《午夜厨房》里小男孩
的名字，被我换成他的名字，想象着自己在故事

里横冲直撞，他哈哈大笑着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过一阵子，他突然开始向“理性主义”靠拢，热
爱学习生物知识：海洋生物、远古生物、昆虫等等，

我考评一个四岁半的小孩读厚重的百科图册太吃
力，妈妈大约也读得吃力，因此给他挑选更轻薄的

入门科普读物，谁知被他诟病：“这本书上都没有
几个字，怎么学知识？”这个时期，图画书配合科普

动画片让他强化了解了许多知识，还会把他认为

“了不得”的知识讲给我听。对恐龙如数家珍，对海
洋生物像家养小金鱼一样熟络……

只不过是建造了一座小“家庭图书馆”，四岁
半的小男孩，已有三年半的阅读时光，书籍成为他

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聊天的密码，成为他第一
阶段语言的基础。我想，也会成为他未来的精神花
园，这个花园以后并不再需要妈妈探头探脑，而成

为只有他自己悄悄种植着的秘密花园。

颖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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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父母，
既不会跟孩子“哭
穷”，也不会跟孩子
炫富。他们会让孩
子去面对真实的
生活，去找到自己
优秀的地方，建立
属于自己的自信。

丹丹是个标准的好孩
子，所以过高的期待，必然
会给孩子带来沉重负担。
当承受不了这种负担的时
候，她选择了逃避……

    记得《穷爸爸，富爸爸》里有一段父
子经典的对话：———爸爸， 我们家有钱
吗？ ———我有钱，但你没有。 当孩子问
你：“我们家有钱吗？ ”你会怎样回答呢？

你会向孩子“哭穷”还是“装富”？你是否
愿意让孩子了解家庭真实的经济状况？

如何面对孩子关于钱的提问？欢迎读者
参与讨论。 邮件请寄：wyming@xmwb.

com.cn

    家庭不富裕要不要告诉孩子？我

想，很多父母都面对过这个问题。比如
儿子小小鱼就曾问过我：“爸爸，我们家

有钱吗？”那次，他在学校听了一堂对口
帮扶一所农村小学的课，回家后，就来

问我了。
当时我一愣，对他说：“我们家不是

很富裕，但也不穷，这个你不要担心，家

里的钱供你读书，肯定是够的。”“那我
可以捐钱吗？”“当然可以啊。”

曾看过一条新闻，杭州的一位爸爸
开法拉利跑车送孩子上学，在学校门

口，被其他孩子的家长看到了。老师和
其他家长认为这会引起孩子的攀比心

理，不利于教育，跑车家长回怼后，却被
移出了群……

同学家开一辆跑车上下学，就会引
起孩子的攀比心理？我想，是部分爸妈

把事情想得严重了。
还记得小小鱼上幼儿园时，路边总

是停满接送孩子放学的车。其中不乏豪
车，可我还是每天骑自行车接他放学。

有一次，小小鱼问我：“爸爸，你为什么
天天骑自行车接我放学？很多同学都是

坐大车回家的。”我当时有点吃惊，以为
他开始嫌弃我的自行车了。

“那你觉得坐大车好，还是坐爸爸
的自行车好？”“我觉得下雨天坐车好，

天气好的时候坐自行车也很好。”
其实，孩子自己

的心里有杆秤，事实

上，大多数孩子根本
不懂哪个车贵，哪个

车便宜。倒是大人的
心里装着一杆名利

的秤。不过，千万不
要在孩子的世界里

使用这杆秤啊。

一个孩子的价值观，就是在
观察和对比中默默形成的。对孩

子价值观影响最深的人，应该就
是父母。比如孩子看到父母待人

真诚，孩子会从中看到为人的真
诚。孩子看到父母的虚荣，孩子

从中也会感受到虚荣。父母的虚

荣心是一剂毒药。会在潜意识中
把孩子当作满足其虚荣心的作

品。而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这个孩
子。

虽然我们努力给孩子创造更
好的生活条件，但真的没必要刻

意去营造一个富养的环境。当然，
也没必要故意去营造一个很困难

的成长环境。我一直认为，跟孩子

“哭穷”，伤害也很大。不管家里是多么

艰辛，都不要让孩子的心灵蒙上这层灰
尘，而是要让他们的天空明亮晴朗。面

对贫富，孩子最初的感觉不会有我们成
人那样的自卑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感觉也可能会开始逐渐增强。
可是，自卑感也并非坏事。个体心

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超

越自卑》里面讲到：“人的一切行为动力
均源于超越自卑的需要，是自卑感推动

了人的进步。”所以，假如让我选择，我
会让孩子面对真实的生活，去找到自己

优秀的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自信，并
且让他明白：家庭条件的好

坏，并非是你造成的，你不
应该背负着这个包袱。

就算家庭条件一般，心
理健康的孩子在父母的引

导下，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

种正面激励：我要通过努力，改变现状，

让家人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我

认为，因为家庭条件而让孩子自卑是源

自父母自身的价值观紊乱，以及让孩子
脱离现实造成的。我们可以告诉孩子，

当你有一天看见比自己富有的人，不需
要自卑，因为你通过努力，也会变得富

有；而看见比你贫穷的人，也不要歧视
他们，因为他们也有很多可贵的地方。

所以，当孩子有一天跟你谈起哪个

同学的名牌衣服或者豪华跑车时，你也

不需要像如临大敌那样回避或焦虑不

已。反而可以一起轻松地和他聊一聊，
你可以和孩子探讨一下，衣服鞋子只是

装饰物，跟思想和知识比，哪样更重要，
跑车也仅仅是代步工具。你也可以告诉

他们，如果你喜欢，你努力一点，当然也

可以拥有。

聪明的父母，既不会跟孩子“哭

穷”，也不会跟孩子炫富。“哭穷”和仇富
是很多成人扭曲的金钱观，要小心它们

对孩子的危害。父母的观念正了，孩子
的往往也不会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