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茗：我有两个孩子，
他们偶尔也会调皮犯错，但别
总觉得“他们太小，听不懂”，
其实只要和他们讲清道理，孩
子一样会冷静下来，并反思错
误。“棍棒出孝子”已过时了，
现代教育还是应该更讲究科
学性。

@上善如
水：教育孩子的方
式有很多种，每个
孩子的个性也不
相同，家长可以多
看一下家庭教育
类的书籍，找到最合
适的教育方式。

@fox：我小时候
就被爸妈用竹条打

过，确实改掉了
自 己 的 一 些

坏 习 惯 。
个 人 认

为，适当
的惩戒
和挫败
教 育 还

是很有必
要。要让孩

子有敬畏感，
以后走上社会

才不至于太过于
“脆弱”。

建议 多点宽容与耐心，多些赞扬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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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吗？

父母惩罚孩子
有比打骂更好的方式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如果不是“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官微转发，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4月30日是“国
际不打小孩日”。记者连日来走访了解到，不少家长都有过“打小孩”或者“童年被打”的
经历，其实他们也迫切希望找到更好的教育方式。

讲述
最烦躁的是，有时根本控制不住

“感觉有时候不打不行，但打了又确实后
悔。”罗敏是个“80后”，儿子今年9岁，平时有些
调皮。去年，有一次儿子考试成绩不佳，本来罗
敏就憋了一肚子火，结果没过两天又被班主任
叫去学校。儿子回家后，就被他狠狠“打了一
餐”。但儿子哭哭啼啼地解释后，罗敏听着好像
又有些错怪了儿子，心中有些后悔，决定不再

“动手”。结果最近儿子又在学校里犯了点事，
罗敏还是“下手了”。他无奈地说：“‘上头’时根
本控制不住情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家里备了一个小竹条，犯错的时候还是
要打。”教育孩子，李剑（化名）也认为不能完全

“放弃武力”。他表示，一般性的错误不会打
人，但是出现原则性、有危险性的事，就应该
打。比如有一次，3岁的儿子拿着玩具往插座
里插，把他吓了一跳，一开始只是口头教育了
一下，但后来，他发现儿子又有类似的行为。
为了让儿子“记事”，他用竹条狠狠抽了儿子的
手掌。此后，儿子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事了。

最难忘的是，“打你是为了你好”

“小时候嘴馋，把果篮里的苹果挨个咬了
一口，结果被爸爸打了一顿。”李先生说，虽然
现在自己已经快40岁了，但还是无法忘记30
年前的那次挨打经历。他回忆，当时这篮苹
果是为了招待客人的，结果客人来了以后，爸
妈却发现所有的苹果都被咬了一口。结果当
着客人的面，自己就被爸爸狠狠打了一顿，并
且被关进了房里。李先生坦言，虽然谈不上
记恨父亲，但是他在儿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对父亲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再与他沟通交
流。就连每次再见到那位客人，也是躲得远
远的，因为觉得“很没有面子”。

“爸妈那时总是说，‘打你是为了你好，是
让你记住错了’，我也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方
式。但后果是，现在做什么事都缺乏自信。”
小王今年 26 岁，他认为，自己现在内向的性
格，和当年经常被爸妈打骂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自己在农村长大，爸爸忙了一天回家后
总喜欢喝点酒，有时借着酒劲就动手打人。
东西弄丢了、作业没写好、摔坏了家里的东
西，都可以成为被打的理由。于是，自己总是
缺乏信心，有什么事也不愿意和家人说。

最危险的是，孩子可能产生阴影

市教科院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文利辉
表示，和同事们在走访中遇到过一些因为
暴力教育，而造成青少年不健康成长的例
子。比如有一名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平
常对孩子疏于管教和沟通，又有些重男轻
女的思想，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回家，父亲
发现女儿在玩手机，就“暴打”了女儿一顿。

文利辉在和女孩交流时发现，女孩手腕
上有多处明显的自残痕迹。通过一段时间的
心理辅导，女孩的心理状态才有所好转，如今
已顺利升学。

心理咨询师罗毅说，多年前，一名父亲打
骂10岁女儿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事后，民警
专门进行了调查，并对这名父亲进行了批评
教育。但这依然会让女孩的心中产生阴影，
可能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文利辉说，从走访情况
来看，城市里的青年家长更
能管住自己的情绪和手，因
为相对来说，他们会接触和
主动学习更先进的教育方
式和理念。

“打人是最破坏亲子关
系的行为，在心理学中，‘关
系’大于‘教育’，也很大程度
上决定‘教育’能不能起效。”
文利辉表示，孩子的青春期
是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阶
段。如果家长动不动就打
人，一方面孩子会觉得没有
面子，更重要的是，会失去

“自我价值感”，觉得自己原
来不那么重要。孩子一旦产
生这样的感受，就可能引发
更严重的后果。比如女孩子
就容易出现早恋，因为只要
有其他男孩子对她多一点关
照，她就会产生依恋。这期
间要是接触到社会上的“混
混”，就很容易走上歧途。还
一种更危险的“可能”，就是
产生轻生的念头。

文利辉建议，家长首先
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要
有“共情”，就是“同理心”，
先尝试去认同孩子的情况

和感受，再和孩子探讨怎样
做，这样孩子也能听得进。
如果“上手”，孩子被伤害的
心灵就很难再修复了。

文利辉结合自己的经历
说道，自己的孩子在青春期也
会做一些让她很生气的事情，
而且还会用“歪理”来狡辩。
当发现一时无法沟通时，她干
脆先离开现场，等双方都冷静
下来后再谈，结果往往很快就
把道理给孩子说清了。

“对待孩子，请多点宽
容与耐心，多些赞扬与引
导。”文利辉说。

律师 父母打孩子不合法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律师
表示，根据《民法典》人格权
一编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
作为民事主体亦享有人格
权，其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
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等权利。棍棒教育给
小孩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侵犯小孩的人格权。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十七条也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不得虐待未成年人或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比如有的家长长
期打骂孩子，
摧 残 、折
磨 孩 子
的 身
体与
精
神 ，
这 就

属于虐待行为，如果情节恶
劣，依法应当以虐待罪定罪
处罚。

还有的家长虽然达不
到虐待孩子的标准，但

如果偶尔一次殴打孩
子致孩子受伤，达到

轻伤及以上程度，
也 将 以 故 意

伤 害 罪
定罪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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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夫行医数十载，医人无数，
素有美誉。可惜，已入垂暮之年，把
脉手抖，扎旱针把不准穴位，拔火罐
老掉下来，连走路也颤颤巍巍。家
无积蓄，有一傻儿，不识文墨，不通
事理，终日串街傻笑。村里人很忧
心，医术传谁？傻儿怎养？

先有族人牵了在县城上学的儿
子来，汪大夫看了，说：“这不是家雀
儿，早晚要飞，留不住。”

又有富户摁住儿子的头要拜，
说学成了，我让他去城里开医院，把
你老供起来。汪大夫说：“这行不适
合你家，我也享不了那福。”

村东头寡妇带了闺女来，说给

你当徒弟，也当儿媳。汪大夫连连
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寡妇急了，

“闺女的命都是你给的，有啥使不
得？”好说歹说不成。

另有几家送了孩子来，汪大夫
都找理由推了。

村里人着急，说汪大夫成心不
收徒哩。

汪大夫倒坦然，依旧若无其事
撑着闷头诊病。

这天清早，汪大夫交给傻儿一
张纸条。没一会儿工夫，瘸子玉振
鸭子划水一样进了屋。

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得过小儿麻
痹，腿不灵便，村里人都叫他瘸子，

汪大夫不叫，喊名，“玉振，书看完了
吧？”

玉振从容道：“看完了。”
汪大夫提问，玉振应答如流。

汪大夫就让他坐在身旁，指点他把
脉、开方、抓药。玉振谨遵教诲，日
有精进，神态做派越来越像汪大夫。

汪大夫笑眯眯地看着，忽然有
一天眼睛闭上，再没睁开。

傻儿整天满村串着找汪大夫，
到饭点了，玉振拦他回家。傻儿不
肯回，一膀子撞开玉振，还满村串。
村里人见了，就说“汪大夫在俺家
哩！”傻儿便乐颠颠跟去这家吃饭。

做
完 手 术 ，

护 士 长 拿 着
手机进来：“周院

长，您手机一直响，嫂
子的号码。”

周围接通电话，听见妻子在
哭：“你快回来，爸不行了。”

“叫救护车了？”爸年老体衰，病
入膏肓。医生上周说，回家吧，想吃
啥都行。

“叫了。医生抢救过，说没必要
送医了，半路可能出事。”

“唉，我马上回来。”周围开车往
家赶。一路上，大雨倾盆。家租在
老城区拆迁房里，租金便宜些。全
家挤在没电梯的旧房里，诸多不便。

从三甲医院辞职后，他约了几
个伙计，一起创办眼科医院。租场
地，购设备，聘医护，巨资陷在里边，
回本遥遥无期。住房卖掉，还远远
不够，向亲友借了很多债。对他这
么爱折腾，爸没有一句怨言。

妈去世得早，爸独自拉扯儿子
长大。爸理解他，体谅他。前年他
谢绝院长导师挽留，出来创业，想大
展身手。

到家门口，他拼命往七楼爬。
家里一片寂静，妻子在哭。爸双目
紧闭，气若游丝，眼见不行了。他又
挽救很久，已经无力回天。爸越来
越平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记下
时间，他跪在爸床前，安静地守了很
长时间。

他凝视爸爸半晌，用被子遮上
他的脸，抬头看妻子：“把爸的证书
找出来吧。”

妻子翻出证书合同递给他。纸
张已泛黄，二十年前，他学眼科时爸
签的。咚咚咚，他给爸磕了三个响
头：“爸，谢谢您。”

他对妻子说：“你整理一下，我
把爸背下去。”

“腰受得了？”
“没事，我有数。”
夫妇俩把爸扶起来，俯靠在他

背上。妻子不放心，用被单裹好老
人，和周围一起挪到门口，让他背出
家门。周围每拐一个弯，就告诉爸
一声：“拐弯了，爸，您注意脚下。”

一步一步，他终于稳稳地，把爸
背到一楼，背到巷口，夫妇俩吃力地
扶进车子放好：“爸，上车了，您小心

跟上。”
车 子 开

进医院，妻子帮
着他，把爸送进手术
室，又把证书合同，交给值
班人员，让他们登上系统，办好报
备手续。

在场人员默默随着他，来到手
术台前，向老人一鞠躬，二鞠躬，三
鞠躬。他凝视老爸许久，俯首亲在
爸额头，含泪道：“爸，您安息，您的
遗愿我来实现。您的眼角膜，能帮
六个人重见光明。”

助手说：“院长，我来？”
他摇头：“我来。这是我的一点

念想。”

收徒
□ 寇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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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子刁子鱼鱼
□ 王宏伟

爷儿孙三条光棍，每天驾着
渔船，出没在烟波浩渺的查乐湖，
傍晚回到岸边，刁子鱼满满一船。

夕阳下，村头三间茅屋升起
淡淡炊烟，幽幽鱼香馋得村里人
直咽口水，但无人知晓这刁子鱼
从何方捕来，爷仨像扎紧的皮篱
笆墙，风丝不透。

吃剩的晒鱼干，拿到集市上
换些柴米油盐。

修补渔网时，爷仨常在湖边
树丛的吊网上晒太阳，孙子庄庄
总爱瞅着一个方向，小米常常从
这里经过。

小米十七八岁，一头乌黑油
亮的长发，两颗黑葡萄般的眼睛，
永远晒不黑的白净皮肤。庄庄看
她时，眼直勾勾的像得了癔症，小
米不说话，低着头慢慢走过，留下
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爷爷吸了口烟，喷出长长的
烟圈，对儿子说，该给庄庄说媳妇
了。咱爷俩光棍，不能让孙子再
光棍。

小米再次经过的时候，庄庄
忍不住叫了声:小米……

小米蓦然停住脚，回头，眼神
定定地看着庄庄。

庄庄说，来吃鱼吧，爷爷捕的
鱼可好吃了。

小米一喜，朝着庄庄走了过
来。

庄庄跑进茅屋，端来烤好的
刁子鱼，小米的眼看直了：这么多
刁子鱼呀。

大金牙来找过庄庄爷爷，说：
老哥，刁子鱼市场上销得不错，咱
们成立一个刁子鱼销售公司吧，
捕鱼冷藏包装销售一条龙，利润
咱们对半分，如何？你只负责捕
鱼，剩下的事交给我办。

庄庄爷爷说，我老了捕不了
了，想办你自己去办吧。

这天小米送给庄庄一块手
表，说，我不能光吃不答谢，喏，打
鱼指望看太阳确定时间不准，还
是表准。

表很漂亮，闪着金灿灿的光，
庄庄欢喜，每天出海都戴着。

这天正抡网，一艘快艇飞驰
而来，驾驶快艇的是小米，坐在小
米身边的，居然是大金牙。

老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不
说我也知道哪里有刁子鱼了。大
金牙边说边一脸坏笑。

风很静，湖面上没有一点涟
漪，庄庄爷爷没有说话，脸像是铁
打铜铸的。

又过了几天，小米来找庄庄：
那表是我爸爸给我的，我也不知道
那表还能定位，庄庄，我爸爸在你
爷爷打鱼的地方怎么捕不到刁子
鱼？小米一脸懵圈地看着庄庄。

庄庄把表轻轻摘下，擦了擦
递给小米：爷爷自己配的鱼饵，配
方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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