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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蜜糖甲之蜜糖 乙之砒霜乙之砒霜””

““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并非人人适用并非人人适用

“延迟满足”是指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
当一个人为理想的目标而努力时，自身“延迟满足”能力的确会帮助他有效应对眼前的诱惑，克服当下的困难，忍耐缓慢进展的过程，接

受一次又一次失败，一直坚持到目标达成。
棉花糖实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沃尔特·米歇尔博士于1966年起，在幼儿园进行的著名心理学实验。它将“延迟满足”与“自控力”“更好

的未来”进行了紧密绑定，并明确指出，“延迟满足”这种能力是一项可以习得的认知技能，是可以通过改善和提高其认知策略来增强的能力。
正确的延迟能力训练是一剂“良药”。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副“良药”可否应用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呢？

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非常关注内
在的秩序。他们对“正确性”极为敏感，
很容易发现缺失、错误，以及不合适的
地方。他们会发现不符合自己对事情理
想化及直觉判断的现实，从而将关注力
放在发现的缺陷及如何改进上。

例如，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写的
字与课本上的标准字体之间存在差距。
于是，就会进行调整，直到接近甚至完
全一样为止。大多数表现为擦掉重写，
多次不一样，多次擦。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会跟自己较劲，产生起急、生气等负
面情绪。

这样的孩子，如果在幼年期、童年
期、青少年期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充分的
共情、满足和无条件的被接受，长大后，
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去做正确的事情，且
以发自内心的放松和宁静将事情做得
完美和完整。

相反，如果他们经历更多的是被干
涉、被否定、被批评，甚至是被动地接受

“延迟满足”。那么，本来就克制、否定自

己的欲望、希望正确的他们，就会努力
去达成父母、老师要求做到的标准，对
自己会越来越苛刻。

当他们竭尽全力，依旧达不到标准
的时候，就可能会将评价核心由内部转
移向外部，开始对他人吹毛求疵、尖刻
起来。慢慢长大成人的他们，在咬紧牙
关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严
肃，对责任过分敏感和认真。

这样的孩子，他们本身就是自控力
的典范。当他们提出要求时，多半已经

完成了判断自身需求是否合理的过程。
如果此时，家长再用各种借口或方式不
给予满足，则会令他们对自己产生质
疑，继而转化为对自己的指责。甚至可
能会滋生罪恶感——“我居然提出这样
的要求，我怎么可以做这么大错特错的
事情？”

对于这样的孩子，盲目采用“延迟
满足”的教育方法，反而很可能会让他
们越来越偏离自己人格结构中本该拥
有的优势与天赋。

“认真严肃的小大人”

再看另一类孩子。
他们是“爱的小天使”，渴望为他人

服务，总会寻找给予别人帮助的机会；
他们有强烈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他们
喜欢那种充满同情心、关爱、呵护他人
的感受；他们会慷慨大方地和朋友分享
自己的玩具、食物、绘本等；他们欣赏和
关注的眼光会让我们感到被爱，感到活
力被激发，感到自己身上从未被发现的
优点。

例如，爸爸妈妈下班回家，他们会
主动嘘寒问暖。哪怕自己已经很饿，只

要你说“累了”，他们都会说自己不饿，
拉着你先坐下休息、喝水。和同学、朋友
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谁心情不好需要
安慰，他们会最先发现并出现在那人身
边；如果坐在地上聊天，天凉的时候，他
们会脱下自己的衣服让你垫在身下；如
果考试忘带文具，默默递给你的也是他
们，哪怕他自己只有一份。

这样的孩子，如果他们成长于爱的
环境，被关注、被重视，需求被满足。当
长大后，他们就会看到自己的需求，接
受有需求的自己，并懂得成熟地、充分

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照顾好自己、满
足自己之后，更会去关爱他人，支持他
人，给予他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自
由，可以接受爱和给予爱的自由。

而现实的情况呢？不少父母反而会
因为孩子“懂事”，而忽略了对他的关注
与满足。如此一来，孩子会认为只有更
加注意和关心他人的需求并给予满足，
才能与他人保持人际关系，所以他们往
往会放弃自己的合理需求。久而久之，
当你问起他们有什么需要时，回复你的
可能是茫然的目光。

这样的孩子，本就习惯于压抑甚至
忽略自己的需求，在他们还能提出自己
的需求时，如果再遇到将“延迟满足”教
育奉若“圣经”的父母，可想而知，会有
多无助。他们会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
的需求不能被重视，不能被认可，或者
被彻底地拒绝，而重新塑造自己的模
式，将自己的需求忘掉，坚信自己什么
都不需要，以获得和父母及他人更紧密
的人际关系。他们将只能从关注并满足
他人的需求中得到自己活着的价值与
意义。

“爱的小天使”

不难看出，“延迟满足训练”虽然是公认的“自控
力养成圣经”，但是如果用错了地方、用错了对象，也
可能产生教育伤害。

类似“延迟满足”的教育观念和方式方法，市面上
存在很多，几乎每一种都是毁誉参半。这是因为我们
在选择或推荐时，往往存在三个认知误区：其一，自己
有过成功的经验，便坚信孩子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变得
更好；其二，看到别人的孩子有明显的效果，就会将其
义无反顾地应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坚信只要努力就能
有效果，如果无效一定是孩子有问题；其三，将亲测证
明有效的方法分享给亲朋好友，相信只要照搬使用，
就能帮到他们的孩子少走弯路。

有如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名医蒲辅周先生曾提
到：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锁一钥，千锁
千钥，务期药证相符，丝丝入扣。在同病同证的情况
下，需要因人因时因地以不同的方式治病，不能“以死

方治活人”。
陪伴和支持孩子的成长是同样的道理。
每个孩子，每位父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质。每个

家庭，也都有自己的互动方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每个个体必然会成长为独一无二的自己。面对孩子和
家庭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借鉴和应用教育方式、方法
之前，我们都需要先客观、理性地观察自己的家庭情
况、孩子特性，再慎重选择。如果不能根据每一个个体
的独特情况“对症下药”，都无法真正支持到那些需要
提升的孩子。

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如果我们能够仔细观察和
认知他们的特质，进而接纳和尊重他们的特质本身，
那么相信每位父母都有智慧发现最适合孩子生长规
律的教育方式，支持其发挥优势并建立自我的同时，
使他们有力量、有能力去提升本来有局限的地方。

据《中国青年报》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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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电话：13931754568
高价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