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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惩罚式教育能帮孩子树立正确认知吗？
47.7%受访家长觉得可以，20.8%受访家长认为不能

家长要与孩子一起成长★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认知，一
些父母会用“惩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对此你认同吗？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对 2002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部分家长使用惩罚式教育，
64.3%的受访家长认为是受传统教育观
念的影响，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
52.2%的受访家长认为是惩罚式教育简
单有效，效果立竿见影。47.7%的受访家
长觉得使用惩罚式教育，能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认知，20.8%的受访家长觉得
不能。

受访者中，90 后占 33.3%，80 后占
53.5%，70后占9.4%，60后占2.7%。

“我小时候经常被父母打骂，上一代
父母可能经常使用这些方式来管教孩
子。当我们这一代人当了父母之后，会意

识到打骂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在教育
孩子时经常提醒自己尽量不要打骂，但
也没有完全做到。”陕西西安教育工作者
马莹（化名）的孩子在读幼儿园大班，“有
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可能会有惩罚，但不
会过度，基本就是打屁股之类的。效果当
然还是有的，在当下能治住她，让她知道
自己做得不对。但我家孩子性格比较开
朗，打骂过后马上就忘了，所以还是治标
不治本”。

部分家长使用惩罚式教育，64.3%
的受访家长认为是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
响，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52.2%的受
访家长认为是惩罚式教育简单有效，效
果立竿见影，46.0%的受访家长认为是
在孩子教育中感到无力，不得不采取惩
罚，37.0%的受访家长认为是受自身童

年经历的影响。
西安家长杨淮说，打骂式惩罚教育

肯定是不对的，也不能有效帮助孩子树
立正确的认知。但如果出现方向性或原
则性错误，通过严厉的方式给予深刻记
忆、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必要
的。

调查中，47.7%的受访家长觉得使
用惩罚式教育，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认 知 ，20.8%的 受 访 家 长 觉 得 不 能 ，
31.6%的受访家长表示不好说。

马莹说，惩罚孩子的方式不一定对，
但有时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至于是
否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取决于
孩子本身。个体存在差异，有的孩子在意
父母的批评惩罚，有的孩子不那么敏感，
所以影响就不一样。

“如果父母单纯只是惩罚了孩子，可
能当下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还是治
标不治本。如果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
而实施一些惩罚，我觉得是可以的，惩罚
一定是为了引导，单纯的惩罚显然是不
对的。”上海制药行业的赵鑫说。

杨淮说，引导和教育孩子的难点在
于孩子听不进一些道理，或者明白道理
但缺乏恒心和自觉性。或许是因为没有
切身经历，就没有行动自觉。但是一些东
西错过就无法弥补，所以家长还是要不
厌其烦地引导，同时言必行、行必果，兑
现事先约定的奖励或惩罚。当然，在制定
惩罚措施的时候要适度和懂得变通。

据《中国青年报》

一名初二男生的母亲正面临着烦恼。她说，自孩
子开始变声以后，她就在催促老公，好好和孩子聊一
聊青春期的一些生理和心理变化问题。这段时间孩子
身心都在飞速发展，如果不好好引导，即使不说会走
上歧路，起码也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这位母亲说，她自己当年刚来例假的时候，母亲
就很随意地给了一些卫生用品，并没有做任何解释，
也没有告诉她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她初期经期很紊
乱，也不好意思问同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担心自
己是否得了什么重病。她不希望儿子也有这样的经
历，也不希望儿子从网络上搜索到乱七八糟的信息。

这位母亲满心期待老公和孩子好好聊聊，可他总
是说“等等”：等出差回来，等忙完这一阵，等好好想想
怎么说……这位母亲实在是无语了，她突然意识到老
公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和儿子沟通。当这位母亲问他的
时候，他承认了，常年加班出差，他和儿子其实并不亲
热，突然要讲这个话题，他连怎么开口都不知道，当年
父亲也没有和他聊过这些事。

这位母亲表示，现在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读初二的儿子，步入青春
期的历程。妈妈根据自己以往的

“遭遇”强烈意识到该与孩子谈一
谈青春期的身心如何准备与调节
了。然而由于爸妈当年没有成功

“受教”的经验，现在陷入一片茫
然。

这样的现状不禁让人想起纪
伯伦的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
子》：“你是弓，孩子是从你那里射
出的箭。射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
箭靶，用神力将你拉开，让箭飞得

又快又远。让自己能在射手的手
中弯曲而感到喜乐吧，他爱飞驰
的箭，也爱静默的弓。”文中的

“弓”是父母，“箭”是孩子，“射手”
便是伟大的生命。孩子不是降生
到我们身边，而是要与父母一起
成长，孩子经由父母成长，父母亦
经由孩子成长，彼此成就。

这个正读初二的男孩，父母
想要助儿子在青春期稳步成长；
反过来，儿子也引发了爸妈当年
未解决好的课题——爸妈如何懂

得自己的父母并与他们和解。当
代虽信息发达，但仍然因青春期
牵涉隐私让人难以启齿，无法言
说，又何况当年？这样一想，仿佛
我们多懂得了一些父母当年的限
制与无奈。

因此，正是眼前这个孩子促
动父母的爱不仅流向自己，也流
向父母的父母，是孩子让爱流动
起来。

如何与青春期孩子互动，众
多方法中有一条路径是：重回当
年，与孩子相伴相拥。

如何与孩子探讨关于青春期
的身心准备与调解呢？求助的妈
妈多么渴望母亲当年可以真诚而
温和地言传身教，而不是遮遮掩
掩或者放任不管；求助的爸爸也
渴望能拥有亲密平等和爱的父子

关系，以畅谈青春期乃至人生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既然如此，现下当我们准备
与孩子谈论青春期话题时，何不
运用当时自己的内心渴望：真诚、
温和、亲密、平等、拥有爱……如
果将这几个词排序，“拥有爱”排
首位。因为拥有爱的我们，无论与
孩子在怎样的地点、时间或以怎

样的方式交谈，爱的能量都会流
向对方。

很多人希望自己做个 100分
的优秀父母。然而无论多么无微
不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多契
机，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
的原因错失，做个 60分的父母就
很棒了。

信息化社会，一切瞬息万变，
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成为很多父
母的挑战。

亲子之间能够经得起岁月磨
砺仍然亲密，一定源于双方拥有
真切的爱。

重要的是，我们运用什么样
的方法让爱流动起来呢？

不妨运用真诚、温和、亲密、
平等、拥有爱，带着“尝试”的心
态，尝试不同的方法。

方法一：给孩子写一封短信，
父母亲单独写或共同写都可以。
谨记关键词：真诚、温和、亲密、平
等、拥有爱。信中坦承自己当年青
春期的苦恼和感受；分享自己当
年对父母的期待以及当下对儿子
的担心；告诉孩子新的人生阶段
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无论何时
父母都是他最给力的亲友团，也

许有时父母不能教导最合适的方
法，但支持和爱护是坚定和永恒
的。写信的方式拥有仪式感，也避
免了面对面交谈的尴尬。

方法二：一次有意义的散步
或旅行，由父亲完成比较好。很多
父子在一起，仿佛总没有话说，略
显尴尬。这一次，不妨由爱出发，
父亲选择合适的时间发起散步
或者短途旅行的提议并付诸实
践，哪怕一起骑自行车也是非常
棒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在跟孩
子交谈时，我们会害羞、尴尬甚
至有羞耻感，很多人会排斥、拒
绝这种负性感受。现在我们选择
真诚分享自己的感受，如：“说到
这个，爸爸挺不好意思的，也不知
道用词准不准确……”然后跟孩
子分享自己想要知会孩子的要
点。其实，孩子如一台敏锐精确的

仪器，最能感受到父母鼓起勇气
的爱，也能懂得父母的用心。

方法三：父母和孩子一同收
看关于青春期的电影。正如很多
70后的父母当年收看电视剧《十
六岁的花季》一样，优秀的影视作
品可以生动地教会孩子很多。经
由一起欣赏电影，谈上几句，孩子
很多时候也就秒懂了。

方法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运
用生活中的小契机，创新开发。

亲爱的家长，让我们一边带
着爱意，一边带着谨慎，张开双
臂、鼓起勇气迎接孩子的每一个
成长，然后一次再一次地与孩子
一同在人生路途中前行。与孩子
一同向前走，我们的爱一定会流
向彼此。

据《扬子晚报》

以“仍是少年”的心行动★

带着爱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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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初二男生家长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