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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完美叫“别人家的孩子”
专家：为人父母，要学会“捧”孩子

□ 汪婷婷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已落下
帷幕，有人说“铁打的高考，流水
的状元”，可状元总是“别人家的
孩子”。生活中你一定没少听过
这样的话：“你看看人家考了多
少分，上了什么大学”、“你看人
家找了多好的工作，多有前途”、
“谁谁谁家孩子怎么那么聪明，
那么懂事，你看看你”……

作为子女，你有过这种被比
较的经历吗？“别人家的孩子”是
你的努力方向还是“心头大

患”？作为父母，“别人家的孩子”是否真的比你家孩子
好吗？”“别人家的孩子”对自己孩子的成长造成的究竟
是动力还是压力？是自信还是自卑？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记者针对此话题采访了部分家长和孩子，那些
喜欢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上的父母，其真实心态
如何？孩子的真实感受又是怎样？

或虚构或真实
“别人家的孩子”一直存在

“我感觉爸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多半是他们
虚构出来的，只是想让我们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努
力。”在合肥市育英中学读初二的燕燕对记者说。燕燕
表示，她几乎不相信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的真
实性，因为“每次都不指名道姓，只是说谁家的孩子又
怎么样了”，她认为父母只是想借此来“刺激”成绩并不
算太好的自己。

跟燕燕不同，刚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的小敏从小
到大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比较对象，也就是她同龄的
表姐。据小敏介绍，她和表姐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到高
中上的都是一样的学校，家住得也近，表姐成绩优异，
自然成为母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每次考试后母
亲总要第一时间问她俩的成绩，如果没有比过表姐，母
亲就会显得很失落。“后来表姐高考比我多了几分，上
了安大，到现在我妈还总是说起这事，可我觉得就算我
也上了安大，她又会比我们谁上了更好的专业。”小敏
说道。

小敏目前在合肥实习，她对记者说道：“每次回家
妈妈总是会问起我和表姐的情况，听说表姐在上海找
了份不错的工作，她又以此来‘念叨’我。小时候比成
绩、比听话程度，长大了比工作、比找对象进度，我的成
长简直就是伴随着比较。”

人外有人，“比较”没有尽头

目前在合肥十中读高二的小郝是个看上去内向、
腼腆的女孩，这样的“乖乖女”也会被父母拿来和别的
孩子比吗？小郝告诉记者：“我学习成绩一般般，中等
偏上吧，我妈妈同学的女儿，和我一样大，在我上小学
的时候，她就已经跳级上初中了，现在在武汉大学读书
了，这些年我妈妈一直和我提她，说她多么优秀，学习
有多好。”小郝表示，母亲提及“别人家的孩子”时，语气
里的那种羡慕让她感到有些“不舒服”。

然而，“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小郝母亲的同学张
女士也曾向小郝母亲提及过自己的担忧。原来张女士
担心早早进入了大学的女儿会面对更多更优秀的竞争
对手，所以会经常打电话“关切”女儿的学习情况。

“那个女孩的妈妈以前会经常拿他们学校考上清
华北大的学生来激励自己的女儿，所以我感觉做‘别人
家的孩子’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会有更强大的比较对
象。”小郝感慨道。

孩子想说：

父母心声：

专家声音：

希望在比较中激励孩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家长承认，确实

会有意无意地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
但有时候只是“望子成龙”心切，不知道用什么方
式激励孩子，只好拿“别人家的孩子”说事。

在合肥某国企上班的贤先生最近情绪有
些低落，原来是今年刚结束高考的儿子成绩不
太理想。“我儿子性格不太开朗，什么事都不喜
欢跟我们说，学习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的，我

们有时候挺着急的，就对他说‘别人都在努力，
再这样下去只会与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之类
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
问题。”贤先生对记者说。

他还表示，有时候只是“随口一说”，并没
有真的觉得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孩子好，只是希
望能够激励到孩子，但往往事与愿违，儿子对
此“很冷漠”。

想通过比较让孩子成长更快
“你看看别人家的小妹妹比你还小，都会

自己吃饭啦，也不要妈妈抱啦；别人家的小弟弟
不哭不闹，还喜欢翻小画书……”这是李女士经
常对她三岁的女儿说的话。家住合肥市铜陵新
村的李女士是个全职妈妈，她告诉记者，虽然觉
得孩子还小，但有时也会有“怕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的忧虑。李女士觉得，有时候想让孩子
听话，只能通过对比同龄的孩子来说教，让她

意识到自己应该也要学会做这些事。
“有时候习惯成自然了，总是不自觉地对

她说‘你看看别的小朋友都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只是想通过这种对比让她更快地养成一
些习惯，能够更快成长。”李女士说道，她自己
有时也会意识到总是这样也不好，毕竟“每个
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孩子成长中的比较
往往无可避免。

“比较”会让父母和孩子“压力双大”
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安徽大学哲学系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陈红老师（个人主要研究方

向为心理学哲学、科技与社会）。陈老师分析，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别人家
的孩子”比较，也会被当作“别人家的孩子”，之
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生
存和竞争压力大，很多时候‘一考定终身’，父
母把太多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别人家的孩
子’仿佛就是成绩优秀的代表”。

“中国现在很多的家庭模式让人倍感负
担。比如有的父母既希望孩子‘成龙成凤’，又
觉得‘恨铁不成钢’，自己的孩子各方面不如别
人；而有的孩子既害怕走错路辜负了父母的期

望，又厌恶父母设计的人生，在内心深处会抵
触与别人家的孩子相比较。如此一来，双方都
背负着沉重的压力：父母承担着孩子在复杂的
竞争中被别人比下去的压力，孩子承担着辜负
父母心血和期待的压力。”陈老师说道。

陈红还分析，孩子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学
龄前，父母基本都是看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
好，是“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但是当孩子上
了学，有了各方面竞争开始，“别人家的孩子”
开始占了“上风”。“这是中国父母的普遍心态，
其实你的孩子也许同样是别人眼里羡慕的好
孩子，所以父母应当调整心态，改变这种认
知。”陈红说道。

学会赏识孩子，让成长充满自信阳光
陈红表示，适当的提及“别人家的孩子”会

使孩子有积极向上的动力，但是要用合理的方
式表达，“别人的优点要学习，但是也不忘鼓励
自己的孩子，毕竟要学习别人身上值得学习
的，而不是一味地成为别人”。反之，“如果父
母吝啬自己的鼓励和夸赞，将别人的优点放
大，而忽视自己孩子的好，甚至当着别人的面
贬损自己的孩子，则容易导致孩子的自卑心理
和抵触情绪”。

陈红针对有上述心态的父母给出了建议：

“孩子的行为都是父母行为的折射，父母在一
味拿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比较的时候，应
当反思自己做的是否比别的父母好。父母应
该多挖掘孩子的闪光点，而不只是关注成绩。
要学会赏识自己的孩子，因为被父母赏识的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充满了自信与阳光，会
有更好的作为，好孩子很多时候是‘捧’出来
的。而长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下的孩
子，往往做事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
能力，容易否定自己。”

“总之，人人生而不同，最好的教育是鼓励
孩子做最好的自己，每一次的进步都是跟自己
比，最好的成长也是能从别人身上取长补短，
做最自在的自己。”陈红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