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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鞋”
本报记者 张丹 李小贤 祁晓娟 吴艳 摄影报道

在中小学，学生们必须穿着统一的校服，有的学生比不了衣
服，私底下开始——

“同学说我穿的是假鞋，我
再也不穿这双鞋了”“这双名牌
鞋正流行，配色好看，我朋友在
穿 ，妈 妈 ，你 给 我 也 买 一 双
吧”……

从小学到高中，学校要求必
须穿校服，有的学生比不了衣
服，把心思放在了“比鞋”上。有
的品牌运动鞋动辄上千元，“比
鞋”成校园内一些学生的“新型
攀比”？

“同学说我穿
的鞋是假名牌”

今年 9 岁的王海天是我市
一名三年级的学生。

王海天的鞋子从来都是妈
妈张慧明给他买。王海天不了解
鞋子的品牌，也从不在乎穿的什
么牌子的鞋。

张慧明也认为，孩子穿的
鞋子只要合脚、舒适就好，至于
鞋子是什么品牌的，她从不关
注。

有一天，王海天放学回家
后，坐在沙发上，神情有些沮丧。

张慧明赶紧问他：“今天有
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听到妈妈这么问，王海天抹
起了眼泪，对妈妈说：“我这双鞋
是什么牌子的，有一位同学说我
穿的是假鞋。我再也不穿这双鞋
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慧明
问他。

“同学说我穿的鞋是一双假
名牌鞋。”王海天还在哭，哭得越
来越伤心。

这时，张慧明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给王海天买的鞋上面，
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和某品牌
鞋的标志相似。

“妈妈，你再给我买一双这
个牌子的鞋吧。”面对孩子提
出的要求，张慧明不知道怎么
办。

张慧明认为，买一双几百元
钱的鞋经济上可以接受，但是会
不会助长孩子的攀比之心。

张慧明还担心，如果孩子
哭闹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然
后拿到学校去“显摆”。这样对
孩子的成长也不是一件好的事
情。

“这个小问题解决不了，以
后会引发大问题，后果不堪设
想。”张慧明不知道怎么解决这
个问题，就去向心理咨询师朋
友求助。心理咨询师朋友给张
慧明建议：“要告诉孩子，别人
家有别人家的生活方式，我们
家有我们的采购计划。”

张慧明根据心理咨询师朋
友的意见，回家告诉孩子：“如
果你想要再买一双鞋，可以通
过做家务得到。”

张慧明认为，这种方法可
以让孩子学会正确面对自己的
欲望，并且为想要的东西不懈
努力。

8岁小学生比
谁的鞋“新”

8 岁的王昌博是市区运河
区一所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虽然年纪比较小，但从一年级
下学期以来，他已经不止一次跟妈
妈张雯雯提出过要买新鞋了。

王昌博小的时候，张雯雯带
他去商场，要给他买衣服、鞋，他
都不愿意试，只是一心想着买玩
具。

那时候，张雯雯还跟朋友抱
怨过，说王昌博只知道玩。

王昌博开始跟张雯雯要鞋，
是在他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

当时王昌博有夏季、秋季三
双鞋倒换着穿。

张雯雯觉得孩子长得快，隔
几个月鞋就小了，所以没给孩子
买太多。

那天上学临出门，王昌博跟
张雯雯说：“妈妈，你再给我买双
鞋吧。”

当张雯雯问为什么时，王昌
博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基本每天
都换鞋。

张雯雯跟孩子说，不要与同
学攀比，自己的鞋只要干净、舒
服就行。

当时王昌博似懂非懂地点
了点头。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王昌
博又跟张雯雯提过两次买鞋。

“他有一次提的时候，是他
的鞋确实小了，我就给他买了两
双。”张雯雯说，另一次提的时
候，她没答应孩子。

让张雯雯哭笑不得的是，买

完新鞋那次，王昌博穿上新鞋子
出门时，说了一句：“这次可以去
班上炫一炫了。”

张雯雯说，她曾侧面问过孩
子知不知道每双鞋上的标志是
什么。王昌博说，他不知道，他们
只是看哪个同学又穿了一双新
鞋，谁的新鞋好看。

“我没想到刚刚上小学的
孩子，已经开始了鞋之间的‘较
量’。”张雯雯说，作为家长，她
现在正在给孩子做各种各样的
思想引导，避免孩子养成爱攀
比的习惯。

孩子要买的
鞋越来越贵

14岁的范信诺是一名初中
生。上小学时，他的鞋都是妈妈
李慧给挑选的，主要以舒适为
主，颜色也是黑色和白色偏多。
可自从上初中后，范信诺就开始
自己选鞋。

有一次，李慧给他买了一双
黑色跑步鞋。谁知，范信诺只试
穿了一下，就说不喜欢。

李慧觉得挺合适，便问孩子
为什么不喜欢这双鞋。范信诺
说，他觉得这双鞋没有什么特
色，班里有同学穿色彩绚丽的
鞋，而且是名牌鞋，特别好看。他
也想要一双那样的鞋。

范信诺特意在网上搜索了
一张图片给妈妈看，那是一双颜
色鲜艳的名牌鞋，打完折鞋的价
格是 300 多元。李慧看儿子喜
欢，价格也能接受，就下单购买
了一双。

到货后，范信诺穿上鞋美滋

滋地在镜子前照来照去。
后来，李慧发现范信诺选鞋

的“规格”慢慢提升了，他对鞋的
品牌、价格有了更高要求。范信
诺经常会和李慧说起各种名牌
运动鞋，款式、价格、科技都如数
家珍。

“我曾问儿子怎么知道那么
多关于鞋的事，儿子告诉我，同
学们有时会讨论鞋，如果自己不
了解，就很难插进话。看到别人
穿了一双不错的名牌鞋，他挺羡
慕，希望自己也能拥有。”李慧
说。

前几天，范信诺将一张名
牌运动鞋图片给李慧看，说：

“妈，你看这双鞋好看吗，我朋
友就穿着一双，你也给我买一
双吧。”

李慧没有立即答话，而是打
开了鞋柜。鞋柜里摆放着几双范
信诺的鞋。李慧拿起其中的一双
鞋说：“这双鞋是前段时间才买
的，你还没穿几回，怎么又要买
鞋。”

范信诺却说，那双鞋是老
款，不想穿了。这次，他想要的是
正流行的运动鞋。

李慧看了看那双鞋的价格，
1000 多元。她觉得儿子的脚还
在不停地长，一双鞋穿不了几个
月，没必要买那么贵的。

看到李慧没答应，范信诺很
不高兴。

李慧和一位家有初中生的
朋友说起了这些事。那位朋友
告诉她，因为上学时，孩子们统
一穿校服，一些孩子就将心思
放在了鞋上。有一次她去参加
家长会时，老师也提到了孩子
们攀比鞋的事，希望多加引导
孩子，避免孩子们产生攀比心
理。

李慧说，不给孩子买名牌
鞋，孩子会一直念叨，自己心烦，
还怕他自卑，给他买吧，又担心

他攀比的心越来越强。

要让孩子明
白“该比啥”

16 岁的吴昊天今年上高
二，每次买鞋时，他从不挑牌子，
只选适合自己的。吴昊天说：“其
实，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们班
也有很多男生爱比鞋。”

攀比鞋使同学关系变得很
敏感，大家整天将注意力放在自
己的鞋子款式上面，也不利于正
常学习的进行。虽然吴昊天不太
喜欢这种氛围，但在买鞋子时也
会不自觉地选品牌，以免在同学
间太掉价。

妈妈董静觉得孩子买双品
牌鞋也没什么，可以负担得起，
会尽力去满足他。吴昊天升入初
中后，学校发了统一的鞋。

在入学家长会上，校长为全
校家长讲起了发统一鞋子的意
义，并希望家长配合学校的做法。

校长从“破窗效应”的概念
讲起，一个建筑物，很长时间都
是整齐干净的。这时候实验人员
将其中一扇窗户的玻璃给打碎
了，然后发现，其他玻璃会逐渐
被破坏。

孩子们中但凡有一个孩子
开始攀比，逐渐地，就会形成这
样的风气。在“破窗效应”的作用
下，孩子们的专注力很容易就转
移了，本该注重学习的孩子，开
始想着别的孩子的鞋多少钱、如
何说服父母给自己也买双鞋、该
怎样和朋友炫耀自己的鞋等。

攀比之下的孩子，不只是心
思不在学习上，而且也容易出现
自卑、三观不正、虚荣等问题，还
容易加剧亲子、同学、师生之间的
矛盾，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听完校长的话，董静感慨颇
多：以前觉得，在孩子买鞋这件
事上，自己无非就是想在经济条
件承受的范围之内，给孩子最好
的物质生活，让自己的孩子在别
人面前不至于丢脸面。其实，这
也是一种纵容。家长要做的是引
导孩子，将攀比的心理，放在合
理的竞争上，不要比物质，而是
比精神的富足。

从那以后，董静常常和儿子
念叨：“学生穿的鞋不必太贵，只
要适合平日运动和正常的走路
即可。老师也不会因为哪一个孩
子的鞋子牌子贵，而更喜欢谁一
些。作为学生，还是要保持一些
朴素的学生气比较好。”

吴昊天渐渐不再在意鞋的
品牌，而将注意力放到了学习
上，成绩也一直稳步上升。

董静觉得，在孩子的攀比问
题上，学校、家长和老师应该多管
齐下，共同努力，让学生们建立正
确的自我认知，培养他们面对诱
惑时的自制力。让孩子们明白，鞋
的“较量”没有意义，学习、内涵等
的提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竞争。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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