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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 ! ! !学琴之路! 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孩

子的热情往往只在刚开始的那几天" 曾有

位钢琴老师对我说过# $孩子学琴的坚持!

不如说是家长的坚持% 哭着练和笑着练!

效果其实没多大区别& '学钢琴! 痛苦地坚

持着! 究竟值不值( 琴童家长如何更好地

成为孩子的加油站( 欢迎读者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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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两天! 我刚好听到两

个孩子在聊天! 一个说"#我

家里有一个大的机器人$%另

一个说"#我家里也有$ %这个就说"#我

家里有两个& %那个就回答"#我家有五

十个'一百个%如果这段对话发生在两

个成人之间!则不免被贴上#吹牛%#豁

胖%的标签$而这两个孩子在说完#家里

一百个机器人%后!却是自己哈哈大笑

了起来$ 他们未尝不知!自己说的不是

真的!但没有谁在意这些$ 孩子有孩子

沟通的方式!未必公平!未必合理!也未

必有那么复杂的心思在里面$这样所谓

的#攀比%!其实更多时候只是他们发起

聊天的一个话题! 邀请游戏的一个手

段$ 也许他们只是隐约觉得#当我和你

有一个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就能进一步

做游戏了%$

我非常欣赏上一期文中那位妈妈

的处理方式! 当孩子在问"#为什么我

家没有他家大( %的时候!他真的只是

在问一个问题! 他想要的是一个满足

他好奇心的解答! 而不是大人真的为

他买一间大房子$ 我们就不要把问题

想得复杂了$

)**卫勍雯

! ! ! !孩子上幼儿园之后!

接触的小朋友越来越多!

不少家长会发现!孩子似

乎学会攀比了+ 作为家

长!你是怎么看待和应对

孩子,攀比'心理的萌芽

呢(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

来信& 其中有的认为!父

母要做好榜样-做好孩子

金钱观的教育%也有的认

为!所谓的,攀比'!只是

他们发起聊天的一个话

题! 邀请游戏的一个手

段%还有的认为父母应该

引导孩子们在,精神上进

行攀比'"本期!我们挑选

了几位读者的留言与大

家分享"

...编者

! ! ! !俗话说：不学习，母慈子孝；一学
习，鸡飞狗跳。在所有的“鸡飞狗跳”
中，大概以音乐学习为最。每次听到左邻
右舍传来一声怒吼，接下来一般就会响起
几下歪歪扭扭的琴声。我家，自然也不能
“免俗”。

某天，听到女儿五音不全、支离破碎
地弹着曲子，我的怒火终于忍不住熊熊燃
烧了起来———一首曲子弹了一个月，竟然
还这么“魔性”。接下来，我索性让她亲身
体验了一下，什么叫做“魔法变身”，什么
叫“魔音贯耳”。只见我一拍琴盖，用比平
时高八度的声音大吼了起来：弹什么弹！
吼完，怒火稍平，心跳开始恢复正常，

喉咙有点疼，我倒回沙发，看着抽抽答答
哭泣的孩子，顿时觉得一阵疲惫。我家是
怎么掉进这么一个“天坑”的呢？

记得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曾斩钉截
铁地说，绝不学钢琴、小提琴等一切乐器。
原因是，爸爸妈妈没有学过乐器，无法从
理论、实践甚至精神上支持孩子；乐器演
奏得好坏，我们也听不出来。可是这份
“决心”，很快就被现实扭曲了。孩子的小
伙伴们，纷纷踏上了学琴的“阳光大道”。
终于有一天，女儿提要求了，她也要学。我心
里一百万个清楚，她学琴的动机，也许只是
为了“攀比”：幼儿园的同学们都在学，只有
她一个不会，实在没有面子。可人是群体动

物，也不可能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就看淡环
境压力。
和绝大部分孩子一样，女儿学琴的好奇

心、好胜心，很快就让位于残酷的现实了。她
每天必须练琴，要弹会、弹熟、弹好。每一首
曲子、每一种指法、每一次左右手和声，
都需要经过反复的枯燥练习。远大梦想如
沙雕城堡，一天一天用细碎的沙砾堆积，
如有松懈，沙砾就倾泄如注。年龄在个位
数的孩子们，还不大能理解现在与未来的
关系，和乏味的反复敲击琴键相比，明媚
的春光、彩色的蜡笔积木才是快乐。于是，
每隔几天，家里就要上演一场哭戏。
前几年就有媒体报道，中国有 !"""万琴

童，为全球数量之最。水涨船高，家长们的“野
心”也随之蓬勃膨胀。据说，前些年钢琴考出
音协的八级、十级已令人望尘莫及，如今，“高
配”的标准是音协演奏级或者英皇高级别；此
外，单学一门乐器已经不算什么，六七岁就开
始学第二门乐器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你好，我就要更好！在学乐器这件事
上，家长们又一次展开了“军备竞赛”。
我们这些“中国式家长”，是一群很奇

怪的生物。明知道学乐器需要大量的时间、
精力、金钱，却依旧不顾一切地投入，去
换回一份多数要退场的经历；明知道自己
的孩子，未必有多少天赋，宁愿与人与己
搏斗，去赌一个可能性很小的希望。

不仅是学乐器，还有学围棋、绘画、奥
数……绝大部分课外学习，家长们都投入
了 #""$以上的热情，把可能的兴趣爱好，变
成培养孩子的标配。每一个孩子，仿佛都能
成为身兼数能的文武全才。但我们往往忘
了，大部分孩子，只是普通的凡人，而不是万
里挑一的“超级战士”。我们用各种技能、本
领去填满孩子们自由奔跑的时间，做了加法
却忘了减法。

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和钢琴说一
声“再会”，等孩子自己想要好好学习的时候
重新开始。可是我纠结的是，现在的退出意
味着———以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那些眼
泪凝结的小小技能，重新归零了；那些耗费
的时间与心力，也就统统浪费了。

是现在“止损”，还是继续积累矛盾到
忍无可忍再“止损”？
知易行难，这实在是个难题。

! ! ! !很多年以后，如果要回忆往事，我一
定会想起那段送儿子去幼儿园后，陪他和
他的小伙伴们一起阅读故事的美好时光。
我一直坚持认为，阅读应该无所不在，

在公交车上、在地铁里、在轮渡上、在候机大
厅里，在旅途、在云端、在海底，在你回忆过
去和畅想未来时，在每一个能抽出哪怕五
分钟的空闲里，都应该去翻开一本书。

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帮助你拥抱作者的
思想，回到过去和未来，走过千山万水。
阅读能点燃爱火、能消除伤痛，让美好定
格。阅读也能在六便士的大街上让你感受
到毛姆所说的月光之美。简而言之，它神
通广大、无所不能。一旦养成习惯，阅读
会伴随孩童人生的整个过程，经典的著作

也会成为他们的终生挚友。
由于各种原因，每天我会提前半小时

把儿子送到幼儿园，成为最早到学校的一
批。为了避免在老师正式晨检前，儿子被
动地陷入百无聊赖的虚空中，我每天会随
身携带一本童书，陪他读过这漫长而又转
瞬即逝的等待时光。

从书包里取出一本书就像摊开一张璀
璨的寻宝图，最初只有我和儿子沉浸在阅
读的故事中，为了让故事更具有吸引力，
我特意在节奏和叙事语气上做了一些戏剧
化的处理，这显然有助于我看上去像一个
略通魔法的家伙。

慢慢地，当我和儿子走进教室后，早
到的小伙伴们都会活跃起来，他们知道有
一个会讲故事的叔叔来了，他们或伸伸胳
膊活动一下身体，或赶紧把剩下的小半个
包子塞进嘴里，或急忙在我给儿子讲故事
的沙发上抢先占据一个有利位置。

一个人的舞曲成了一群人的早餐，孩
童们专注的眼神是对我最棒的奖赏。儿子
特别得意，因为当他的同学们认真听故事
时，他几乎成了我的半个助教。比如我读

到有些内容时，他会告诉我：“爸爸，你刚
才说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听懂。”此时，我
会用孩子们能懂的话，把这一段再“解读”
给他们听。有时，他还会提醒我：“这一页
特别漂亮，你再给大家讲一遍吧。”
今天一本《让路给小鸭子》，明天一本

《高空走索人》，后天一本《水寂无声》，我们
注定了独行，但重要的是，现在我们仍一
起徜徉在叙事的纬度。

讲故事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孩子们的
理解力随着个子的增长让我感到温暖和兴
奋。一点不夸张地说，这场景会让人联想
起作家笔下那个能够承载文学回忆录的咖
啡馆。
福泽谕吉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我们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从未改变，希望当这
群小孩长大时，他们每个人都能像那个踩
着七彩云霞的齐天大圣一样，神通广大地
给自己装备了“阅读”这个能随身携带的“避
难所”。

此时此刻，我为有幸成为每天陪伴他
们在第一缕晨曦、第一滴露珠、第一声鸟
鸣中阅读的人，而倍感荣幸。

! ! ! !我觉得小孩进入#社会%后!有攀比

心是正常的!人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社

会化的过程!硬要保护得很好!一点#较

劲%的想法都没有!也未必是好事$ 只

是!#攀比心% 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作

为父母!应该努力引导孩子们在#精神

上进行攀比%$上学后!应该比比和同学

谁看得书更多'谁得到了老师更多的表

扬'谁成绩更好!而不是纠结在谁家的

房子大'谁爸爸的车贵'谁穿的衣服漂

亮$ 既然成人的世界免不了#攀比%!我

们精心呵护的#小花朵%也迟早会知道!

#比较之后%得到的虚荣感或心理打击!

那就应该发挥#比%的好处'让#比%创造

价值和动力!而不要落到了庸俗的负面

里!这些其实都需要父母的引导$

...伊森妈

有心理专家认为!孩子有攀比之心

是正常的$ 但父母的积极引导很重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言行

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父母不

在孩子面前与别家攀比!也不把各种名

牌'奢侈品挂在嘴边!孩子应该不会对

这方面有过多的需求$ 此外!要鼓励孩

子以正当方式!通过个人努力来赢过别

人$ 另外!也要注意从小做好孩子金钱

观的教育$

...友妈

阅读，在第一缕晨曦中共读故事

学琴!纠结于爱与不爱中
! 陌 言

亲话题

希望当这群小孩长大时，他们
每个人都能像那个踩着七彩云霞
的齐天大圣一样，神通广大地给自
己装备了“阅读”这个能随身携带
的“避难所”。

! 卢卡斯

颖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