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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A7
线索一旦采用

即付稿酬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点题!报料邮箱"!""#$%!&'()*!()+

家有二孩，如何“一碗水端平”？
!!!"全面二孩时代#最该关注的新课题之三

! ! ! !家庭中迎来了新成员，他可爱无瑕，肉
嘟嘟、粉嫩嫩，自然吸引了关注；他可以正大
光明地哭闹耍性子，牵扯了父母无限多的精
力。专家提醒，当小宝贝来临的时候，这时
候，比二孩更需要关注的，是老大的心理状
况。两个孩子的教养之道，大有学问。

做好老大安抚工作
心理咨询师顾凯宪介绍，近年来，在她

接触的个案中，由于家庭添了弟弟妹妹，老
大心理失衡的案例不在少数。一些家长想不
明白的是，“明明看上去他很爱弟弟妹妹，但
为什么忽然变得顶撞不听话？”顾凯宪提醒
家长，很可能孩子掩盖了真实想法，在寻找
一些情绪出口，可能会表现为作业不按时完
成、爱惹事、顶撞父母师长、迷恋网络、情绪
低落等情况。如果父母生老二时，老大还处
于懵懂的幼年期，这种情绪可能还不强烈，
但也可能表现为走路要父母抱、故意尿裤子
等“行为倒退”现象。很多老大已经七八岁甚

至更大，有了独立的思想，突然感到被忽略
了，那么，其心理是会变得非常脆弱的。
“一定要让老大觉得，父母的爱并没有

减少。”顾凯宪建议，有了老二之后，父母可
以通过拥抱等肢体接触，每天让老大感觉
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亲友来看望
新生儿时，别忘了恭喜老大做了哥哥姐姐，
甚至可以给老大带一份礼物。类似“你是哥
哥（姐姐），你要乖，你要让着弟弟妹妹”这样
的言语，最容易招致老大反感，会让孩子觉
得，“凭什么呀！”家长不妨耐心解释，“因为
你比弟弟妹妹多成长了几年，你的本领他还
都不会，你就包容他一下，让他慢慢学。”

陈小文建议，父母不妨和老大结成“育
儿同盟”，告诉他，“爸爸妈妈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一起把弟弟（妹妹）照顾好”，让孩子产
生做哥哥姐姐的自豪感。在和父母一起参与
照料婴儿的过程中，老大也能感受父母曾经
为自己成长付出的辛劳。

表扬批评都有艺术
作为一对双胞胎兄弟的父亲，陈小文坦

言，自己也曾一度迷茫。两个孩子性格、特长

都有差异，又是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面
对方方面面对他们的比较在所难免。他有时
也会疑惑，同根同源的兄弟，为什么哥哥这
里不如弟弟，弟弟那一点又不如哥哥？
“当负面情绪蔓延时，面对两个孩子，家

长一定要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简单地用分
数、成绩甚至性格去比较两个孩子，甚至当
面批评。”陈小文强调，家长一定要意识到，
虽然孩子父母相同，但性格特点无谓好坏，
即便是兄弟姐妹，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差异。

陈小文告诉记者，如今，兄弟俩分别在
两所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就读，哥哥领导力
强，热衷参与公益活动；弟弟动手能力强，擅
长模型制作。总结育儿经验时，陈小文说，在
教育二孩的过程中，批评和表扬都有艺术。
“一个孩子犯了错，最好单独批评，给孩子隐
私空间；表扬一个孩子时，则要告诉另一个
孩子，如何才能做得一样好，例如，‘哥哥字
写得那么漂亮，让我们看看他怎么练的！’”
陈小文提醒，对孩子们来说，有一种压力叫
做“别人家的孩子”，家长要注意的是，千万
别把同胞手足，变成“别人家的孩子”。

本报记者 陆梓华

从单独二孩，到二孩
全面放开，在申城，越来
越多的家庭有了第二个
宝贝。虽然是同一对父
母，但孩子之间的差异和
比较，也自然而然产生
了。无论是在育儿论坛还
是私下讨论，不少父母发
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
就是，带养第二个孩子，
似乎比带老大的时候要
容易许多。家有二孩，家
长如何“一碗水端平”，保
护两个孩子感情，正在考
量着家长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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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来了，怎样让老大“不吃醋”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照顾老二焦虑减缓

俗话说，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
照“猪”养？玩笑归玩笑，老二更“乖”，成了很
多二孩家庭的共识。专家指出，这其中既有家
长主观心态的改变，也不乏家庭环境的因素。
“大病小病姐姐都生过一遍了，另外如吃

饭不好啊，做事不够专注啊，这些问题都在姐
姐身上出现过，所以带妹妹的时候，我心里就
不那么慌了。”这是全职妈妈周女士的感触。

她坦言，老大小时候体质不好，没少生病
吃药。一岁不到的时候，第一次发高烧，当时可
把夫妻俩急坏了，翻了各种育儿书，看了专家
门诊后才确信，女儿得的是常见的幼儿急疹。
果然，女儿出了疹子，退了烧，很快康复了。虽
然女儿小毛小病不断，但身为“双独”的周女士
夫妇始终坚持要生两个孩子，女儿 !岁的时
候，他俩如愿以偿又添了小女儿。“一开始也担
心，老二要是体质也这么差，两个孩子同时倒
下，管得过来吗？”周女士坦言，但是，令她自己
也惊讶的是，可能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和教
训，妹妹生病时，预期的焦虑似乎没有随之而
来，她觉得自己坦然许多，也由此轻松许多。

"#$%%上海青春在线青少年公共服务中心
心理咨询师顾凯宪分析，第一次当父母，家长难
免会从各种渠道获得各种育儿信息。纷繁复杂
的信息交汇，既提供了育儿指导，也让家长在信
息海洋中迷失。而当老二出生时，对新手爸妈
们来说，很多事情都已经来过一遍，道听途说
的信息变成了经验，父母尤其是妈妈很快会发
现有一些担心是不必要的，恐惧和担忧自然缓
解。事实上，焦虑的情绪是会互相传染的，当家
长的焦虑减缓时，不知不觉也会让孩子的情绪
变得缓和下来。“哪怕是很小的婴儿，也会感受
到。”顾凯宪说，夜哭、要抱睡等问题，看似是孩
子身上的问题，其实也是家长情绪的投射。家
长放松了，孩子自然显得好带了。
“第一个孩子往往处于家长的高期待中，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完美的，不知不觉
也就抬高了对孩子的要求。”静安区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建议，当家长觉得二孩
“好带”时，不妨借由这种正向的、积极的情绪
反思一下，在对待老大时，自己是不是曾经有
些苛求？陈小文认为，当父母面对老二时，可
能才会从第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
有些事情不必要纠结，才会真正学会面对一
个生命，而不是一个“产品”。

哥哥姐姐示范效应

陈小文曾经在一些幼儿园做过观察，他
发现，孩子虽然年幼，但自从两岁开始，他们
已经可以学会“察言观色”，敏锐地发现和周
遭的相处之道。

同样的，这种“察言观色”的本领，也让
“老二”们显得更为乖巧。对此，“二宝妈”秦女
士颇有体会。兄妹俩相差两岁，哥哥从小是皮
大王，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摔跤、蹭破皮甚
至骨折，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但妹妹会爬会走
后，很快显示出“天使宝宝”属性，嘴甜、很少
闯祸、非常会和父母发嗲，乖巧可爱。起初，秦
女士感叹，为什么同样的父母，生出的两个孩

子年龄差距也不大，性格可以差异这么大。仔
细观察后，她觉察到，妹妹的乖巧，和哥哥的
顽皮可能也有关系。“哥哥扮演着试探爸爸妈
妈底线的角色，而妹妹似乎成了这些成果的
‘享用者’。”秦女士觉得，正是因为哥哥的“示
范”，妹妹很快就能明晰，哪些是不可触碰的
家庭准则，自然而然就懂得了，有些事情，正
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例如，哥哥小时候贪吃糖，刷牙不认真，导致
读幼儿园时一次次去看牙医，没少吃苦。每次
哥哥看牙医，秦女士也会带上妹妹，结果，妹
妹无需叮嘱，每日两次刷牙非常认真，虽然是
个小“吃货”，但是面对糖果、冰淇淋等甜食的
诱惑，有很强的克制力。在哥哥和父母的一次
次“抗争”中，妹妹明白了，爸爸妈妈定的规
矩，是不能被打破的，比如，每次去商场只能
买一个玩具，有好东西要大家分享，玩平板电
脑要有时间限制等等，“妹妹知道，只要妈妈
提高了嗓音，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商量的”。看
着乖巧的女儿，秦女士很欣慰，也坚定地相
信，无论对哪一个孩子，一定要学会培养孩子
在家庭中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有章法可循。

亲子陪伴时间增多

在要不要添个弟弟妹妹的问题上，记者
调查后发现，“重温孩子成长过程”，成为一些
家长选择生二孩的原因。他们中，不少老大由
祖辈带养大的，而到了老二，一方面，父母年
龄渐长，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父母也希望更
多参与孩子的成长，选择了亲力亲为，亲子陪
伴时间明显增多。

从事外贸工作的严女士深有体会。大儿
子今年念高三，小儿子读小学三年级。近 &'

岁的差距，使两个孩子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
生老大时，夫妻俩处于创业初期，忙于事业，
老大从 $岁起就开始寄宿，回家时也由老人
照顾比较多。等孩子长大后，严女士才发现，
可能因为长期疏忽了和孩子的情感沟通，孩
子总让人觉得不够有安全感，不够自信。因
此，(年前，当她发现自己又怀孕时，决定曾错
过的亲子时光，要在老二身上弥补回来。严女
士告诉记者，相比哥哥，老二获得了更宽松、
更有趣的生长环境。例如，老人带孩子时特别

爱干净，坚决不允许孩子在墙壁上乱涂乱画。
弟弟则要幸福很多，爸爸妈妈允许他在家里
涂鸦，把橡皮泥糊在桌子上也不再是大不了
的事儿。夫妻俩还尽量抽时间，晚上陪孩子亲
子阅读，出门时告诉他路牌怎么认，路线怎么
走，孩子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潜移默化
中提高了。“生病了，他会照着我照顾他的方
式照顾我。”颇令严女士感到欣慰的是，老二
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暖男”指数大大提高。
“祖辈带孩子时，碍于情面，一些方法我

们觉得不够恰当，也没有办法提，但是，在带
老二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意识地避免这些问
题。”严女士说，例如，在孩子专注地做一件事
情时，可能老人一会希望给孩子端点点心、端
点饮料，孩子的注意力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年
轻父母通常不会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