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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刚摘
帽的贫困县。记者发现县里大部分家庭对
孩子的态度是：“千方百计为孩子创造
舒适优良的生活环境，孩子要什么就
给什么，穿名牌衣服，用新潮电子
产品，天天刷手机追明星……”可
到头来，父母的含辛茹苦，子女
熟视无睹；父母拼命地给，孩子
却都不知足。
　　教育家三川玲曾这样告诫父
母：不要把孩子塑造成家里的
另外一个阶层。一味压榨自己
去给予，只会换来孩子变本加
厉地索取。
　　福州一位25岁的待业青年，
常年游手好闲，还要吃好的喝好
的，没钱了就找家里要。母亲对
他有求必应。后来他因赌博欠下外

债，就逼着母亲卖房子。母亲卖掉
大房子换了间小的，缺钱的儿子没多

久又追上门来，逼着她继续卖。母亲
不肯，他就对其拳打脚踢。这位心碎的

母亲，吃糠咽菜供养儿子，却把儿子养成
了“冷血”的蛇。

　　再看咱们潍坊的一位老母亲。她的老
伴去世后，她便和儿子相依为命。20多年
来，儿子不工作，老母亲就放任他待在
家，花着她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她平
日里连肉都舍不得买，儿子找她要钱买游
戏装备她却说给就给。
　　这个被她“富养”的儿子，到了40多
岁一事无成，整天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
睡觉。可怜老母亲到了70多岁，还要在街
上奔走四处为儿子找工作。
　　还有那个“最红啃老族”李文宏。他
17岁就放弃高考在家“搞创作”，才华撑
不起梦想的他，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啃老
生活。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他父母
却竭力为他辩护：“我儿子花我们钱天经
地义，轮得到你们来说？”
　　心理咨询师吴迪曾说，现在的不少年
轻人都是这样的心态，他们家境并不优
越，却懒惰而虚荣。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父母。父母在该教
会孩子感恩的年纪纵容了他们的索取，在
孩子该独立的年纪选择了包办。
　　这样的教育方式，喂大了孩子的虚荣
心，也抽掉了孩子的责任感。

喂大了孩子的虚荣心，抽掉了孩子的责任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曾说：“真正
的教育，是再富也要苦孩子。你见哪一个
人才不经历人生坎坷？孩子需要有正常的
磨砺，而不是给他各种卓越的条件。”
　　好的教育，从来不是让孩子泡在蜜罐
里，而是尽早让他们认清生活的真相。让
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不易，在生活中磨砺自
己，才能在身体力行中懂得奋斗，敢于
担当。
　　浙江男孩林舒杰，父母经营着一家来
料加工店。从林舒杰初中开始，父母每
个周末都会让他到店里帮忙。一方面是
让他替家里分担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让
他感受生活的不易。因为常年看着父母
的操劳，林舒杰比普通孩子更加懂
事。生活中，他是父母的得力帮手，
总是抢着干那些脏活重活。学习上，
他给自己定下精确到分的作息时间，
还会抽空帮妹妹辅导作业。直到收
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林
舒杰还在父母的来料加工店帮忙打
螺丝。面对采访，他只有简单的一
句，“父母太辛苦了，我只想帮
他们减轻下负担。”朴实勤劳的
父母，才能培养出自立感恩的
孩子。
　　“北大灌饼父亲”彭勇，
在儿子彭翔宇很小的时候，就
要求他每到假期就来帮自己守
摊。除此之外，扫地、洗灶
台、摆食材，父亲也让他样
样都学着干。父亲常对彭翔

宇说：“我们只是普通家庭，无法去跟那
些富裕家庭比，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里，要得到什么，得靠自己的双手努力
去挣。”
  父亲的教诲，彭翔宇铭记在心。他不
仅帮父母分担了许多家务活，学习上也异
常刻苦。最终靠着踏实勤勉与极度的努
力，叩开了北大的校门。
　　亦舒曾在《流金岁月》里写：有钱人
家败家子，寒门苦读出人才。其实不一定
的，还是要看家教、看经历。比起物质的
富养，孩子的品质、人格更值得家长花心
思去培养。就像林舒杰与彭翔宇的父母，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却懂得“宠儿多不
幸，娇儿难成才”这样朴素的道理。他们
从不掩饰自己出身普通家庭的现实，也不
给孩子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生活。而是
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让孩子与他们肩并
肩，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样的家庭教
育出来的孩子，才能更加独立与勤奋，成
为自我命运的引领者和一个家庭的领
跑者。
　　《商业周刊》出版的25个最佳观念专
题报道，开篇就写着这样一句话：“好好
待你的小孩，但不要给他们太多财产。”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习惯了不劳
而获，那么他永远也学不会感恩，也没有
拼搏的动力。成功的家庭教育，不是给孩
子锦衣玉食，而是教他们自食其力。教会
孩子独立与奋斗，用精神富养出一个心怀
感恩、独立奋进的孩子，才是一个家庭最
深的福报。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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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舒杰在父母的来料加工店帮忙。

  日前发生在上
海的一则新闻，让
很多人看后心里五
味杂陈。一位中年
清洁工走进手机店，
面色羞赧地表示要买
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店员见其衣着普通，
不像是需要名牌手机的
样子，便好心询问。这
位清洁工说，手机是买
给自己儿子的。他从怀
里掏出来一些百元大钞，
剩下的则全是零钱，甚至
连硬币都掏出来了。店员
于心不忍，打电话与清洁
工的孩子沟通，但孩子坚持
要这款。
　　这位中年清洁工风吹日
晒一个月只有3000元的工资，
除去日常开销，也余不了几个
钱。而这动辄上万元的手机，
却是说买就买。正应了《特别狠
心特别爱》作者沙拉说的一句
话：“中国父母给予孩子的爱，
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生活中许多父母，明明不是
富人，却勒紧腰带给孩子优渥的
生活；明明非常吃力，依旧会无底
线满足孩子不切实际的要求。到最
后，拼尽全力的父母，却养出了一
个自私懒惰的巨婴。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