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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孩子的不完美
               □刘英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做完家庭作业，女儿无意中说
出一件事，她说班里的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小社团，其中一个
男同学太调皮，被清除出去了。爱人一听，非常吃惊，三年级
的孩子成立什么社团，这还了得！爱人非常严厉地训斥了女
儿。我初听，也颇为担心，现在的小孩子都在想什么呢？
  我坐下来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儿有点怯怯地说，他
们同学的父母经常吵架，有时候不是妈妈离家出走，就是爸爸
摔门而去，他们很害怕，怕爸爸妈妈离婚，他们就没有爸爸或
者妈妈了，会非常可怜，所有他们成立了一个叫“爱家爱自
己”的社团。
  听了女儿的担心，我对他们的“爱家爱自己”社团更是充
满了好奇，问女儿：“你们的社团平时都做些什么？”女儿
说：“谁的爸爸妈妈吵架了，这个同学就把知道的情况说给我
们社团里的成员听，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助这个同学。”
  我坐直身子，问：“怎么帮？”
  女儿说：“比如张晓晓的爸爸妈妈上次吵架，他的妈妈就
骂他的爸爸，他爸爸就会动手打他妈妈。我们给张晓晓出主
意，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吵架时，张晓晓就负责拉住爸爸，如果
拉不住爸爸，就去捂住妈妈的嘴，不让妈妈骂人。”
  女儿偷偷瞟了一眼坐在一旁的爱人，接着说：“还有刘茜
的爸爸妈妈吵架，我们帮刘茜出主意，让她晚上主持开家庭会
议，刘茜让她的爸爸妈妈各自说说他们吵完架的感受，然后刘
茜说出她自己的感受，最后反问她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看到
自己的爸爸妈妈吵架，你们心里是什么感受……”
  女儿最后开心地说，刘茜主持开的家庭会议最成功，她的
爸爸妈妈好久都没有吵架了。
  听完女儿的话，我的心情有点沉重。
  这些原本属于大人的事情，让年幼的孩子参与进来，而且
费尽心思地去解决，是作为父母的失败。父母在吵架的时候，
可能会因争一时强胜而忽略了受伤害最深的那个人——— 孩子。
  孩子整天在想些什么，父母有必要了解，知道了孩子在想
些什么，才会懂得如何去爱孩子。
  有时候，孩子可能满脑子想的就是——— 爸爸妈妈永远不吵
架多好啊！

孩子在想什么
          □张红梅

  我家二娃读小学一年级前，从来没接触过拼音，所以读一年级
后，接受能力本来就很差的他，学起来显得很困难。而一直教高中
语文的我，认为学拼音非常简单，在让二娃跟读两次后，就让他自
己拼读，结果他不是不认识声母，就是把声调拼错。每当此时，我
就对他大吼大叫，甚至动手打他。有时他强忍着眼泪，有时无助地
哭起来。我一看到他哭就更加生气：男孩子，怎么可以轻易流泪？
我接着吼，越吼他，他越伤心，也就越容易拼错。
  所有的事情，就这样恶性循环。
　　以前，二娃从来没有尿过床，但在那段时间，他连续三次尿
床。一学习，双手就不自觉地抓腿，纵使抓出血，还依然要抓。让
他大声读拼音，他看看书，再看看我，紧张得全身发抖。
　　我打电话给二娃的老师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老师说二娃比其
他同学接受能力差很多，甚至建议我让二娃再读一年幼儿园。听到
老师这样说，我崩溃了，同时认为二娃在家的学习时间太短。
　　从那天开始，二娃一回家，就开始学习。跟着老师的视频学，
我教读，他再自己读。有时候，晚上学到11点，直到二娃说了多次
“妈妈，我困得睁不开眼睛了”。甚至，凌晨二娃起床上厕所，我
都要趁机提问几个单词。
　　结果，二娃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有一天，我绝望地对一个朋
友说：“再这样下去，我不被逼死，也会被逼疯了。”
　　朋友什么都没说，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的故事发生在电
影院。在电影开始前，一位妈妈突然起身给每一位观众发东西，而
且一边弯腰送礼品，一边说谢谢。大家很诧异，直到打开这位妈妈
送的卡片，才知道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当天第一次来看电影。妈妈
担心在观影过程中，儿子会突然控制不住发出声响或做出动作影响
到大家，所以准备了卡片和糖果，以表示感谢和歉意。
　　看完视频，我起初觉得这位妈妈为了儿子活得很卑微。朋友却
说：“我们要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停下脚步，给孩子足够的爱和包容。”
　　我陷入沉思。一直以来，我都是让二娃在后面拼命地追赶我，
我却从没停下脚步来慢慢等他，也没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行为。跟
视频里的那位妈妈相比，我多么不称职啊。于是，我决定改变自
己，尝试用“卑微”的母爱去对待二娃。
　　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会主动牵着二娃的手，特意压低声音，
温和地问他学校发生的高兴的事；回家做作业时，二娃拼音写错
了，我会马上帮忙拿出橡皮擦，微笑着示意他擦掉重新写；二娃拼
读错误时，我会给他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他没事，我们慢慢学就
是了……
　　效果显而易见。一段时间后，二娃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甚至
还在上课时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但声音响亮还回答得非常正确。
　　一天，我又跟朋友说起二娃最近的变化，她很诧异，问我发生
了什么？
  我笑而不答。我终于明白了，当我们学会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鼓励孩子，陪他一起做最好的自己时，他才更
自如快乐，我们也更轻松。孩子的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美。

颜回是孔子最
为得意的弟子。请看

孔子怎样夸他：“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论语·雍也》）感叹词一

个接着一个，大拇指竖了一次又一次，钟
爱之情溢于言表。

  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个颜回家境
贫寒，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吃了上顿

没下顿吧？然而，你想错了。颜回一点也
不穷。
  《庄子·让王》中，颜回亲口对老师孔子
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
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城
外有地五十亩，城内有地十亩，即使那时的产量
低，六十亩地，丰衣足食也绝对没有问题。
  既然衣食无忧，颜回为什么要那么苦呢？连老
师都纳闷，忍不住问：“回，来！家贫居卑，胡不
仕乎？”既然这么苦，社会地位这么低，干嘛不去
弄个官当当呢？然而，颜回的回答出乎孔子所料：
“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我跟老师学习，感到很快乐啊，我不愿意当官。
  孔子听了，立刻肃然起敬，大大赞扬了一番
大徒弟，又趁机发挥联想道：“善哉，回之
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
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
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
之得也。”你的愿望太好了！我听说知足
的人，不以利禄自累；审视自得的人，

损失而不忧惧；内心注重修养的人，
没有官位而不惭愧。我这些话藏在

心里很久了，如今在颜回身上
得到了应验，让我的心得体

会成为事实。
  颜回如果想

当官，条件绝
对优越：老师是大名
鼎鼎的孔丘，当过鲁国宰
相，引荐一下，小菜一碟。颜
回又年富力强，学识渊博，绝对
会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但颜回却不
愿意做官。
  有的人热心当官，为了当官，宁肯卑
躬屈膝；有的人热衷赚钱，为了赚钱，不惜
坑蒙拐骗；有的人执着科研，为了科研，敢于
第一个吃螃蟹；有的人喜欢写作，为了写作，
板凳一坐十年冷……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爱好。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而颜回，明明可以吃得好
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爬得高一点，
却弃之如敝屣，扔之如垃圾，以俭为美，以苦为
乐。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就是钻研学问、传播学
问。虽说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就是“学而优则
仕”，但颜回我行我素，义无反顾。人的一生，当
解决了温饱，再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而且这份职
业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又惠泽天下，何乐而
不为？怪不得孔子要大大地点赞：“贤哉，回
也！贤哉，回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
兴替；以颜回为镜，可以看到差距。不愿做官
的颜回，被后世称为“复圣”，而且建有“复
圣庙”。自古以来的做官者，趋之若鹜，如
过江之鲫，可是，有
谁 得 以 配 享 孔
子？颜回不但物
质上不穷困，
其精神上更
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