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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多孩，纷争不断
家长如何“一碗水端平”？

现代金报 家长帮 A11
2024年1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成长
周刊

家
长

帮

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多孩家庭

越来越多。孩子给家长们带来很多欢

乐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烦恼。

家长有时也会在网上倾诉一些苦

恼，“我买了两条艾莎公主裙，店家只

送了一个王冠，这家店是想要我命

吗”？短短的一个日常分享，引发了无

数网友的共鸣。

网友们纷纷评论：“我有个同学生

了三胞胎，他家都不敢买整只鸡，因为

一只鸡就两条腿”“我连炫彩小汤圆的

颜色都要数好了才下锅，鸡蛋要煎得

一样大，豆浆要倒得一样多”……

细数家长们的“吐槽”，大多是“家

长的一碗水要端得非常平”，不然就会

引起孩子们的争吵。那么，家长“一碗

水端平”真的是好的做法吗？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樊莹

临近期末考试，为了激发孩子
的学习动力，鄞州的张爸爸对家里
的两个孩子说，“今天开始，你们可
以点菜，一人点一个自己爱吃的！”
没想到，这么“公平”的做法，也会
成为两个孩子争吵的“导火索”。

张爸爸的两个孩子，女儿上高
一，儿子上三年级。用张爸爸自己
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处于青春
期，一个还是小屁孩”。平时他俩基

本没什么共同语言，姐姐觉得弟弟
幼稚，弟弟觉得姐姐总是对他凶巴
巴的，自然也不愿意搭理。

点菜时，姐弟俩互不相让，姐
姐说想吃梅干菜扣肉，弟弟就说想
吃红烧肉；姐姐说想吃盐水江白
虾，弟弟就说想吃油爆虾。张爸爸
跟孩子们商量，第一天吃梅干菜扣
肉，第二天吃红烧肉，同类的菜吃
一种，每天轮流吃行不行。谁知道，

弟弟一下子就闹起来了，“凭什么
第一天要吃姐姐喜欢的菜，第二天
才吃我喜欢的菜？”

最后，张爸爸只能每天做两个
同类的菜，来“哄”两个孩子。饭桌
上，孩子们也没有被“奖励”的喜
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点点小
事都要争抢。明明我们家长对两个
孩子都很好，也尽量做到一碗水端
平了，怎么就做不到姐友弟恭呢。”

多孩家庭的矛盾和问题也引
起了不少老师的关注，前段时间，
宁波市奉化龙津实验学校的班主
任马雪娇和周边几所学校一起，对
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无记名式的
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200
位学生当中，多孩家庭占比57%。
其中是“大宝”的占61%。“在问卷
中，学生列举了和弟弟妹妹相处
时，最讨厌父母的行为。最多人提
到的，是父母拿自己和兄弟姐妹做
比较，以及偏心。”

“有学生在问卷中写道，‘家里

有好吃的，总是先给弟弟，弟弟不要
了才想到我’，‘如果我心情不好，爸
妈是不会察觉的，但是如果是妹妹
心情不好，爸妈马上就会发现。’”马
雪娇表示，在问卷中，这种“埋怨”很
普遍。通过问卷也不难发现，大宝对
弟弟妹妹的包容度正在降低。

为什么说是在降低呢？马雪娇
说道，四年前，学校做过一项课题
研究，对同一批孩子做过问卷调
查。“当时，有80%的孩子对弟弟
妹妹的到来表示欢迎，甚至不少孩
子把拥有弟弟妹妹当作是一件值

得炫耀的事情。”但四年后，这些孩
子不复曾经的期待，取而代之的是
内心不平衡、委屈、不满。

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多孩家庭的
孩子，被问及为什么不喜欢家里的兄
弟姐妹，大宝往往觉得，“妈妈总让我
要爱护弟弟，可弟弟为什么不爱护我
呢？”小宝总认为，“姐姐总喜欢自己
吃独食，有好吃的从来不分给我。”

他们的矛盾并不完全因为父
母“一碗水端得不够平”，而是因为
在家庭生活中，他们没能建立起牢
固的亲密关系。

学会责任和宽容
方能“端平一碗水”

父母以为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分给孩子，一碗水就端平了。其
实，每个孩子不一样的，也不应
该一样，他们需要的爱也会不
一样。

当孩子发生争吵的时候，父
母往往要求大的让小的。但这样
做很难培养孩子之间的亲情。

“一碗水端平”不是让家长半斤
八两地去对待孩子，而是给老大
更多的“水”，让老大把多的“水”
分给弟妹，这样分的“水”就会越
来越多，这才是真正的“端平”。

一千个孩子就要有一千种
教育办法，而不是一个所谓标
准，多孩父母正确的做法是：

一、树立老大的权威。有人
说，老大是替父母活的，老大的
角色很大程度决定家庭的模样。
父母要给老大足够的安全感，老
大就会有责任感。

二、孩子冲突时，父母不要
去评说，让老大去引导弟妹，同
伴互助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

三、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批评
另一个孩子，让孩子在兄妹面前
抬不起头来，父母的当众批评对
孩子自尊心的伤害是极大的。

四、不要拿两个孩子做比
较。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不一
样的种子，需要不一样的光照，
不一样的水分和滋养才会长出
不一样的枝叶，开出不一样的
花。他们是那样的不同，却同样
熠熠生辉。

依赖父母是孩子的天性，但
孩子注定要远行。教育孩子的过
程其实是培养孩子的理性与道
德的过程，要让孩子在同伴生活
中学会责任和宽容，当他们学会
了责任和宽容，他们就会走得更
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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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你在旁边玩声音太大
了，吵到我做作业了。”

“哪里有，我声音已经很小了。”
“你到外面玩嘛，干嘛一定要

挨着我。”
……
书房里，姐妹俩又拌嘴了，但钟

女士并不担心。这类场景不时会出
现，但丝毫不影响两个孩子的感情。

时间倒回到8年前，大宝刚满9
岁，刚好进入儿童发展的“敏感期”。
此时，钟女士查出有身孕。第一次和
大宝沟通这件事的时候，不出所料，
习惯了独宠的大宝非常抗拒。

虽然后来，大宝在和她好朋友
的交流中，慢慢也觉得有一个玩伴

是件好事，但钟女士心里仍然没
底。第二年，小宝出生。刚开始大宝
还是观察的态度，比如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改变、父母陪伴的时间有没
有缩短。钟女士和丈夫也是尽可能
照顾大宝情绪，腾出时间陪伴孩
子，不让她有失落感。在大宝上初
中后，面对学习压力的加大，家人
也是花更多时间在大宝上。那时小
宝快上小学了，一度因为妈妈的

“偏爱”而感到委屈。
但在家里，钟女士从来不因年

龄而“偏爱”一方，而是遇到问题就
事论事，根据孩子需求的重要性分
配时间。比如平时上学姐姐学习任
务重，妈妈更关注一些；周末小宝

想书店、公园、游乐园了，妈妈也是
尽力满足。钟女士还会在两个孩子
心中建立起强烈的心理纽带，姐姐
是“权威的榜样”，妹妹是“不可缺
的小可爱”。渐渐地，两个孩子似乎
也找到自己的定位，有了自己的生
活节奏和方式，不过分依赖父母。

“现在姐姐上高中了，要住校，
周末才能回趟家。每次回来，妹妹开
心得不得了，喜欢当‘小跟班’，姐姐
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而姐姐的变
化也很明显，虽然嘴上不停吐槽，但
心里还是很疼爱妹妹，处处想着妹
妹。想来，我并没有完全‘一碗水端
平’，而是让姐妹俩学会了互相尊重
和互相照顾。”钟女士笑着说。

家
长
困
惑

尽可能“一碗水端平”，但就是“端不平”

不盲目追求“公平”，看看能否找准孩子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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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欢迎弟弟妹妹到委屈不满，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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