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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厚脸皮”
更让父母担忧的是孩子“脸皮太薄”

  一个周末，可乐妈突然想起前几天儿子
跟她说过，数学课上进行了一次随堂测试。
　　于是，她便问儿子成绩出来了没有。儿
子正专心致志地玩手里的挖掘机，头也不抬
地说：“出了啊，但我没及格。”
  可乐妈大吃一惊，让儿子赶紧把试卷拿
来看看。儿子不情不愿地放下手里的玩具，
把头埋在书包里翻找了一阵，然后递过来一
张皱巴巴的试卷。
  看着满是红叉的试卷，可乐妈一下子急
了，高声问：“怎么回事啊？那天不是说都
检查过了，肯定没问题吗？”
  儿子却不以为意地撇撇嘴，继续摆弄着
手里的玩具，云淡风轻地说：“我要是能检
查出来的话，还要老师干什么？”看妈妈半
天没说话，他又反过来安慰道：“没关系的
啊！妈妈，不及格就不及格，一次考试而
已。你看我们班那谁，还有那谁谁，这次都
没及格。”
  可乐妈试图激起儿子的羞耻心，让他知
耻而后勇，便问：“不及格，老师不会批评
你吗？”
  儿子叹了一口气，一脸宠辱不惊地回答
道：“唉，批评就批评嘛。考不好让老师说
两句，也不会少块肉呀。”可乐妈气得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
　　可乐妈只好发微信给儿子的老师，问自
己到底该怎么办。老师则委婉地说：“作为
老师，我觉得小孩子粗心大意很正常。可关
键是，可乐的自我接纳能力似乎过于强大
了，好像什么事他都不往心里去。”
  儿子哪里是“自我接纳能力过于强
大”，在可乐妈看来，这分明是“脸皮厚度
相当惊人”。为此，如何改变儿子的脸皮厚
度，成了可乐妈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前段时间，可乐妈去外地出差，刚好空出半天时间，便
约了学生时代的好友一起吃饭。推杯换盏间，她把儿子的
“光辉事迹”吐槽了一遍，不禁感叹道：“我念书的时候，
别说不及格了，一次考试没进前三都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
成个泪人。果然，‘厚脸皮’才是‘学渣’的保护色。”
  听了可乐妈的抱怨，好友却笑着摇了摇头，说：“其实
啊，好成绩在厚脸皮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看见可乐妈疑
惑的神情，好友解释道，她女儿初中的时候，上的是当地一
所重点中学的火箭班。而这个班级，从初一开始，就实行末
位淘汰制：每次月考后，排名倒数5名的孩子都会被“踢”
出去。有一次，班里的一个男孩因为发挥失常，被告知从下
个月起要去普通班上课，回家后就大病一场。再后来，男孩
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说什么也不肯去上学了。
　　得知了这件事后，好友担忧不已。她生怕下一个因“脸
皮太薄”，被一次考试所伤，最终一蹶不振的会是自己的
女儿。
  “我自己也是老师，遇到的学生多了，才发现越是学习
好的孩子，越是容易生出一颗‘玻璃心’，经常会为了一句
批评、一次失利方寸大乱，甚至自暴自弃。”好友说。意识
到这一点后，好友便开始刻意培养女儿的“厚脸皮”：当女
儿为成绩下降闷闷不乐时，好友不再批评、指责她，而是理
解女儿的失误，和她一起分析问题；当女儿为自己的失误内

疚不已时，好友主动和女儿分享自己“丢
脸”的故事，并告诉女儿任何事情带来的
影响，都比想象的小。时间长了，好友的
女儿果真不再像曾经那么敏感、要强了。
　　到了初三那年，当周围的孩子因为压力
过大，成绩频频出现波动时，好友的女儿却
因为难得的好心态，始终稳定而持续地进步
着。原本成绩中游的女儿，最终考上了本地一
所数一数二的高中。
　　听了好友的故事，可乐妈恍然大悟：其实，
孩子的“厚脸皮”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人曾这样写道：“面对芸芸众生各式各样的
毛病，有些人耿耿于怀，有些人不太在乎，有些人
视若无睹。在这方面人们的感觉不同，但有一点非
常明确，就是只有对各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忽略不计，
才能开朗、大度地生活下去。”“厚脸皮”的孩子，
往往对他人的责骂和自己的失误不够敏感。但也正因如
此，他们才能用一种“迟钝”的心态去看待身边所发生
的事情，避免因为想太多而“身心俱疲”，从而以一种
泰然自若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挫折。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厚脸皮”的孩子，很多时
候脸皮厚了，路才能越走越宽。

不要低估一个“厚脸皮”的孩子

  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见过哪些父母惊艳到你的教育方式？”
其中，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从小到大，父亲总是跟他说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
你们，而是属于那些“脸皮厚”的人。父亲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高中毕业后
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辍学外出打工。没有学历，没有资源，也没有背景，不
知道吃了多少苦。直到后来，父亲成了一名销售人员。由于工作的性质，销
售人员经常被人拒之门外，就这样很多“脸皮薄”的同事因为难以忍受闭门
羹的滋味，纷纷放弃了。只有父亲“脸皮厚”，不怕拒绝，一遍遍打电话，
甚至上门拜访。几年后，父亲成了当地有名的“销售王”，还攒下了人生
的“第一桶金”。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网友从不认为“脸皮厚”是一件坏事，反而觉
得是一种不畏挫折的勇敢和能屈能伸的品格。正因如此，高考失利后，

一向成绩优异的网友没有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
了复读。一年后，他如愿以偿去了自己心仪的学校。进入职场
后，别的实习生因为名校光环，经常不好意思向老员工请教。
但网友却毫不在意，即使被前辈当众斥责“只会死读书”，
第二天依旧能厚着脸皮凑上去追问。最终，他在一众履历
光鲜的实习生中脱颖而出。面对自己的成功，网友最感
激的，正是父亲关于“厚脸皮”的教育：只有放下了面
子，才能赢得里子，成就真正的体面。
　　生活中，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羡慕。但
很多人却因为顾忌别人的目光和看法，想做的事没有
做，不想做的事被迫做了。作为父母，为了避免孩子重
复这样的悲剧，我们能做的，就是教孩子硬着头皮做
事，厚着脸皮做人。毕竟，只有当一个人生出了厚脸
皮，他才能拥有一身坚硬的铠甲。放下羁绊，主动争
取，全心全意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最终得到自己想要
的结果。

　　内心强大的孩子，往往不会在乎他人的评价，只专注
于眼前的目标。而“玻璃心”的孩子，通常会因为“脸皮
太薄”，过分敏感。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听
话、聪明、成绩又好，高考后进入了一所顶尖名校。但
一年后，他却发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面前，
自己曾经的辉煌和成就都是那么不值一提。曾经引以
为傲的学习能力，也被现实泼了冷水：从小到大没掉
出过年级前三的他，第一次在大学挂了科。为了维
持自己“天才”“学霸”的面子，他干脆选择了逃
避，不去上课，不做作业，也不去考试。试图用这
种方式向别人证明，他不是学不好，只是不愿意
学。为了脸面，他挂科无数，最终被学校勒令
退学。
　　一个原本有机会继续深造，甚至成为栋梁
之材的好苗子，就因为爱面子，辜负了家人殷
切的期待，更辜负了自己多年的努力。死守
脸面的同时，也扼杀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作家亦舒有句经典的名言：“面子是一
个人最难放下的，又是最没用的东西。当
你越是在意它，它就会越发沉重，越发让
你寸步难行。”现在，比起“厚脸皮”，
更值得父母担忧的，反而是那些“脸皮
太薄”的孩子。
　　他们一味沉浸在“不好意思”
“怕丢面子”的陷阱里，被别人的目
光束缚了手脚，也把成长的机会拒之
门外。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的，恰
恰是“厚脸皮”的勇气。家长要做
的，就是教孩子换个角度看待事
情，告诉孩子“人生还很长，一
件小事真的不会改变什么”。唯
有这样，孩子才能放下面子，
赢回里子，最终成为一个坚强
又专注的人。

“玻璃心”通常是因为“脸皮太薄”

 据《温州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