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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 《我的姐姐》 的热

映，二孩家庭的教育问题也再次

引发关注。

电视剧 《我的兄弟姐妹》 中

有句台词说得好——“兄弟姐妹

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谁也

不认识谁，但落地以后，便融为

一体，结成冰，化成水，永远也

分不开了……”二孩家庭的父母

需要树立健康积极的教育理念，

让兄弟姐妹和谐相处。

——编者

我是一名教师，但会
上课会科研真的不意味着
会育儿。我育儿感悟中的
教训远远多于经验，实践
常常击碎理论，与其说
是我如何培养孩子的，
不如说是孩子教会我如
何为人母。在这个过程
中 ， 我 无 奈 过 、 崩 溃
过，但也收获无数的温
暖 和 欣 喜 。 如 今 ， 我
很感谢这两个可爱生命
的到来，是他们让我的人
生更加充盈幸福。

我家俩娃是“姐弟”
结构，姐姐12岁，弟弟
9岁。电影 《我的姐姐》
中，姐姐的倔强与弟弟的
乖巧在我家两个孩子身上
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记得
在姐姐7岁那年，曾经因
为我批评姐姐发了很大的
脾气，当时她说了一句话
让我记忆犹新，“你们就
是看我不顺眼，那我就离
开这个家吧，反正你们还
有一个孩子，他够听话
……”那一刻，我怔住
了，我意识到是我跟孩子
相处方式出了问题。孩子
没有错，是我自己忽略了
二 孩 养 育 的 “ 平 衡 问

题”。我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我自己心里是爱两个孩子
的，就不会出现孩子之间的互相嫉妒。但事实上，即使
双胞胎都很难一碗水端平，更何况有着年龄差距的两个
孩子？如今家长们重男轻女的并不多，但往往一方面过
于关注大宝，没时间陪二宝；另一方面又根深蒂固地认
为大宝就是应当让着二宝，这样就容易造就“心理失衡
发脾气”的大宝和“乖巧求关注”的二宝。于是我开始
慢慢调整跟两个孩子的相处方式：

尊重个性差异，回避相互比较。很多家庭两个孩
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二孩的养育变得极富
挑战性和新鲜感，很难将大宝的养育过程如法炮制到
二宝身上。

我曾批评姐姐为什么不能学习弟弟的乖巧，也曾批
评弟弟为什么不能像姐姐那么坚强，但这种方式不但没
有激励他们学习对方的优点，反而加剧了两个孩子的矛
盾，使得他们互相告状，互相拆台。孩子的爸爸专门提
醒我不要去拿孩子互相比较，因为天性不同。后来，我
逐渐改变跟孩子的交流方式：一是尽量避免当着一个孩
子的面去批评另一个孩子，尤其是避免在弟弟面前批评
姐姐；二是多用表扬一个孩子的方式，使另一个孩子意
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同样的肯
定。比如，弟弟吃饭磨蹭，我就会表扬姐姐吃饭棒，弟
弟听到就会加快吃饭速度；三是让两个孩子意识到彼此
是不同的，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爸爸妈妈也是不同
的，世界就是因为人人不同才变得有趣，才需要互相帮
助，需要取长补短。

给足相处空间，减少家长干预。二孩家庭中，俩娃
的纠纷是经常上演的，有时候是弟弟蛮不讲理，有时候
是姐姐以大欺小，我也曾因为看不下去而主持正义，但
发现一旦大人介入反而加重孩子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劝
姐姐让着弟弟，会在姐姐心中滋生对弟弟的忌恨。家人
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姐姐训弟弟的口气跟我批评姐姐
如出一辙。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姐姐的镜子，让
姐姐跟弟弟和平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我对姐姐要温柔
以待，并且尽量要让孩子们自己找到相处之道。

从那以后，姐弟俩吵架时，我常常躲起来听热闹，
没有大人撑腰的弟弟开始学会哄姐姐，向姐姐承认错
误。两个孩子之间，从最初经常“互下战书”“各划禁
区”到签订“和解协议”“文具玩具出租协议”等，尽
管有年龄差，但是已经开始平等的“谈判”，在这个过
程中学到的为人之道也帮助他们在各自班级跟同学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

创造友爱环境，避免零和选择。我家俩娃之争多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尽管有人认为要培养孩子的竞争意
识，但一方获胜另一方失败的零和游戏在我家会加剧孩
子间的矛盾，因此我都会设置“皆大欢喜”的双赢模
式。从而不会因为对方表现好减损自己的成就感。姐
姐要强好胜，我就多给姐姐创造当老师的机会，姐姐
教会了弟弟骑自行车、滑雪，陪伴弟弟跑步，指导弟
弟做题，在这个过程中，姐姐极尽耐心，弟弟也愈发
崇拜姐姐，姐弟亲情日益增进，姐姐成了弟弟最好的
老师，弟弟则是姐姐最好的玩伴。有时也会给两个孩
子约定各自的小目标，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全家都不
能出游，两个孩子会彼此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达到
目标。

事实上，育儿无定法。在养育二孩的路上，我只是
一个探索者。我的育儿态度是“把孩子当领导，把育儿
当工作”，只要对孩子给予足够的尊重，找到合适的方
法，坚持陪伴的话，真的会静待花开。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放研究院教育与
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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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兄弟俩一天到晚都不
说话，跟仇人一样。”一位闺蜜跟我吐槽她家的
情况，我自己也是在二孩家庭中长大的，现在又
是一位二孩妈妈，身边也有很多二孩家庭的朋
友，我深深地觉得，对二孩家庭来说，手足亲情
的培养尤为关键。

也许有人会疑惑：兄弟姐妹本来就是一家，
自然就有亲情，还需要培养吗？其实不然，虽然
兄弟姐妹有先天的血缘关系，但如果缺乏后天
的维系和培养，也依然很难培养出应有的亲情。

我从哪里来——为两个孩子的到来
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连接

“要还是不要？要的话，两个孩子怎么抚
养？……”几年前，突然发现怀孕后，这一系列的
问题让我茫然又焦虑。我无奈地问身边不到3
岁的姐姐：“宝贝，妈妈肚子里有小宝宝了，你说
要还是不要呢？”“要！”手里拿着玩具的姐姐脱
口而出，“我想像小猪佩奇一样有个弟弟乔
治！”……

“我想有个弟弟！”姐姐最纯真、最简单的回
应，让我决定了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留下这个
小生命。所以，每当弟弟问我他是从哪儿来的时
候，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姐弟俩平时也特别
喜欢听我讲他俩出生的故事，久而久之，我常跟
他们说的话逐渐成为他俩的共识：我们俩是在同
一家医院出生的，我们俩都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
肉……这样的精神连接在血缘连接的基础上让
他俩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独特的手足同胞关系。

培育共同的精神密码——读书、观
影、旅行，培养两人的共同话题

一起读书特别是分角色共读一本书是姐弟
俩特别喜欢的睡前活动。比如在读宫西达也的
《虎斑猫和黑猫》的时候，我读旁白，姐姐扮演虎
斑猫，弟弟扮演黑猫。故事中的两只小猫从争抢
一个桃子展开激烈的口水战和一轮又一轮的比
赛，互不服输，而最后当其中一只猫受伤后，另
一只猫却忘记了比赛，赶忙上前来背起它去医
院……分角色朗读的时候，姐弟俩跟着绘本中
的两只小猫互相比拼斗狠，像极了俩人的日常
斗嘴，从最后故事的结尾俩人也自然明白了友

情重于输赢这个道理。
周末亲子影院也是我们家的例行活动。亲子

影院不但培养了姐弟俩的共同话语，也培养了我
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密码。上周末，我们一起看了
《哪吒》大电影，前天晚上，我被一晚上都鸡飞狗跳
的他俩吵得头昏脑涨，忍不住对他俩发了好几次
火。熄灯前，姐姐问我：“妈妈，你还爱我吗？”我生
气地说：“不爱！我都被你俩吵得头脑发昏像哪吒
一样六亲不认了，没拿钢枪戳你们的屁股就不错
啦！”姐弟俩哈哈大笑道：“那个叫火焰枪！”一晚上
的不愉快就这样在临睡前消散啦。

另外，家庭旅行也是培养两个孩子共同记忆
的良好途径。这几年的出游，姐弟俩有一起成功挑
战大峡谷的快乐体验，也有共喝仅有的一碗白米
粥的“艰苦”回忆，有海边追逐挖沙的恣意时光，也
有一起排长龙等待接驳车的无奈……家庭旅行，
无论远近、无论欢乐与否都是培养两个孩子共同
记忆和话题的良好机会。

只赞美不比较——培养两人相互欣赏
和学习的态度

“你看看弟弟都比你懂事！”第一次对姐姐说
出这句话的时候，姐姐非常生气，“我就是不懂事
怎么了！”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突然意识
到如果这么一直说下去，很可能会给姐姐一个不
良的自我暗示“我就是不如弟弟，我就是不懂事”。
所以，我改变了策略，不再比较两人的不足，只赞
美两人的优点。遇到A做得不错的时候，我会一
边夸奖A的时候一边赞美B，也就是一箭双雕式
的赞美。比如看到弟弟画了一幅不错的画，我会
说：“哎呀！你今天画得跟姐姐画得一样好呀！”
（注：此处一定要十分真诚）弟弟：“对呀！我就是跟
姐姐学的。”姐弟俩听完我这么说心里都美美地，
我也不会“因言惹祸”得罪另一方了。

不因矛盾伤和气——抓住问题出现的
契机，培养两个孩子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出现争抢、吵架甚至动手
等是二孩家庭最头疼的问题，父母若是跟着他俩
的情绪着急上火大吼大叫，只会使情况更糟甚至
伤害两人的感情。

其实，两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争执甚至

是动手打架是非常正常的，矛盾和问题的出现恰
恰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契机，父母若能让两人学会
冷静面对分歧并能想办法解决，就能有效培养和
促进两个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当他们学会在家里
妥善处理手足矛盾之后，在外遇到矛盾的时候就
会实现相关的经验迁移。可以说，兄弟姐妹是一个
人社会化过程最重要和最好的陪练。

好上加好——及时强化良好行为，巩
固两个孩子的手足亲情

一天晚饭过后，姐弟俩在餐厅玩，我在厨房忙
活，突然听见弟弟大声说了一句：“真是一个好姐
姐呀！”惊喜的我赶紧跑过去，原来姐姐把她正在
吃的饼干倒了一些放到弟弟的小盘子里，弟弟及
时赞扬和肯定了姐姐的“善举”，我摸着姐姐的头
说：“姐姐做得真不错呀！吃东西的时候忘不了弟
弟。”姐姐故作镇定不动声色，却又悄悄地拿起饼
干袋又往弟弟的盘子里倒了一些，弟弟开心地又
大声说了一句：“真是一个好姐姐呀！”我转身摸着
弟弟的头说：“你也做得很好！姐姐给你东西，你懂
得赞扬和肯定姐姐。”就这样，姐弟俩因为几块饼
干维持了好一会儿的和谐时光。

……
手足亲情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一

定的方法论，父母们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
况进行适时的选择和调整。作为父母，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学习、实践和反思，努力成为今天比昨
天更好的父母。

姐姐上小学前，我带她参加了一个诗歌分享
活动，在组织者的带动下，姐姐临场口头做了一首
诗歌《昨天》——

昨天，弟弟左踹我一脚右踹我一脚
昨天，弟弟和我一起做了些傻事
昨天，弟弟把我打得稀巴烂
昨天，弟弟和我一起乱涂乱画
昨天，弟弟像小羊一样温柔
昨天，弟弟把我气得变成了一头狮子
但是，今天睁开眼睛
我依然爱我的弟弟
我想，我们能够培养的最好的手足关系就是

这样：虽然时有摩擦和磕碰，但对彼此的爱永远在
心中，不减不损、历久弥新。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教师）

手足亲情，也需要“刻意”培养
苏菲

给哥哥“预定的礼物”来了：
提前预设，做好铺垫

“老二天使似的微笑着：哥哥弄的呀!‘把
手伸出来！’妈妈说。老二伸出两手环抱着哥
哥的头，把整个身子覆在哥哥身上，大声叫着

‘不要打不要打’……”
这是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里，

关于二孩教育话题的相关描写。大儿子安安
因妈妈照顾弟弟而“吃醋”的举动给我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

啼笑皆非之后，我对自己说：作为父母一
定要“一碗水端平”，给孩子们平等的爱。

大约8年前，在大儿子刚入幼儿园时，我
们就曾不断地和他交流弟弟或者妹妹的话
题。他欣然接受，当然，每次他给出的答案都
很不一致——幼儿园阶段的回答是：“要妹
妹，这样她不跟我争玩具，我不喜欢女孩的洋
娃娃！”小学低年级时的回答是：“要弟弟，我
的玩具可以都给他玩，妈妈不用再花钱买玩
具了！”小学三年级时的回答是：“坚决要弟
弟，我们班女生太矫情了！”……直到四年级
时，看到身边同学有了弟弟或妹妹，他开始了
主动央求，理由是“我想当哥哥！”我知道，要
二孩的时机已经很成熟了。于是，2019年，在
他即将迈入小学最后一年时光的那年暑假，
我们将他“预定的礼物”送给了他——小他
11岁的弟弟诞生了。从此，我的家庭教育模
式切换到了二孩时代。

由于提前铺垫得好，弟弟的到来，让哥
哥兴奋不已。那段时间，他无论见到谁都主
动炫耀：我有弟弟啦！他萌萌的样子太招人
爱啦……

为了让哥哥“见证”一个小生命的成长，
加深兄弟俩的感情，我会抓住给弟弟换尿不
湿、做抚触、唱儿歌等一切机会，让哥哥参与
进来。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对哥哥说，“你也
是这样，从那个小不点长成现在的男子汉

的。”周末，阳光好时，哥哥也喜欢推着婴儿车
在小区遛弯晒太阳，邻居见了都夸“这个哥哥
真好！能帮妈妈带孩子。”每及此，哥哥就感觉
特别有成就感。

这些画面让我暗自庆幸：看来我们的铺
垫工作做得好，哥哥和弟弟的关系相处十分
融洽，子女“争宠”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
的家里。

当“婴儿期”遇上“青春期”：
不同的阶段，给孩子各自“专属的爱”

在最初的1年时间里，哥哥和这个“预定
的礼物”相处得十分融洽，处处表现出了大哥
的担当。直到有一天，伴随着哥哥“青春期”的
来临，我才意识到原来子女关系是动态的、时
时变化的。在二孩的教育上，我还有很多功课
要做。

“盖了这么高的大楼，儿子，真棒！”有
一次，我在客厅和弟弟玩积木时很自然地
说了这句话。此刻，哥哥立刻从房间出来，
生气地说：“妈妈，你不能称呼他‘儿子’，
那是我的‘专利’！你只能称呼他小儿子或
者二儿子……”

那一刻，我心里闪出两条“线索”：一、青
春期来了。二、有不开心的事情。于是，我赶紧
走过去，拥抱着他说，“你是大儿子，弟弟是小
儿子，你们俩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儿子！”我发
现，那一刻哥哥像一头想攻击的小牛，情绪激
动，眼睛里似乎还闪着泪花。

我抱着他，惊讶地发现他已经高出我一

头了。的确，哥哥进入青春期了。这也提示我，虽
然表明上“风平浪静”，其实他内心也“吃醋”了。

“在我们心里，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呀。那
你觉得弟弟出生后，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了什
么？给你带来了什么？”借此机会，我想“采访”一
下哥哥。

“弟弟自己用手抓饭，吃得满脸都是，你们
也夸‘真棒’；捧着弟弟的脚丫子，你们都说‘真
香’；甚至他拉屎的样子都是可爱的……”平静
下来的哥哥开始“吐槽”。

从习惯“独宠”到有人“分宠”，从家里的“儿
子”变成“大儿子”……哥哥的内心对情感的需
求其实比弟弟更强烈，更加需要父母的爱与关
注。尤其到了青春期，他的内心更加敏感，更渴
望被夸赞、被关注。

我翻出了哥哥1岁前的照片，然后一张张
给他看，给他讲当时的情景。他惊叹于“兄弟俩
长得竟然这般相像！”我告诉他，能成为兄弟姐
妹，是很难得的缘分。未来当父母都老去了，这
个世界上，会多一个“至亲的人”。我还告诉哥
哥，每个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家长的爱会表
现得不一样。

我发现，两个孩子的家庭，无论家长再强调
“同样的爱”“平等”之类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因
为，他们处在不同的年龄段，给予的时间不可能
平等，表达爱的方式也不可能平等。孩子不管多
大，他内心渴望的是独特的专属的爱，所以家长
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以及个体的需求来给予精
准的爱、独一无二的“专属的爱”。此后，在生活
中，我们更加关注哥哥的情感世界。聊学习，也
聊同学之间的八卦新闻。每周五晚，我们都会在

“家庭影院”中让哥哥选择一部电影，全家人陪
他观看。周末，也安排半天时间，爸爸单独约他
去爬山、运动……

总之，自从那天一番心灵上的畅谈后，我们
明显感到哥哥对这份“专属关注”的满足，他也
更加爱弟弟了。弟弟睡觉时，一向大大咧咧的
他，走路蹑手蹑脚，而且还会时不时看看弟弟有
没有踢被子。他也会动作熟练地给弟弟沏奶粉、
换尿不湿。学校木工课上，其他同学都选择了高
难度的项目，而动手能力超强的哥哥却选择了

“最幼稚”的选题，他设计制作了可爱的小飞机、
小汽车——因为他要送给弟弟。外出回来，总会
给弟弟带回礼物。有一天，他摸着弟弟的小脚丫
对我们说：“有个弟弟真好，让我有机会‘穿越到
了过去’，看到了婴幼儿时代的我……”

在弟弟生日那天，哥哥点燃了代表1岁的
蜡烛。我让哥哥说句祝福语。他说：“在幼儿园
时，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最重要，给我讲故事，
带我出去玩，我感到很温暖；小学时，我觉得爸
爸更重要，因为他给我讲天文地理历史知识，丰
富了我的精神世界；现在，我觉得这个软乎乎的
小弟弟在我心里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

我知道，二孩家庭的教育才刚刚开始起步。
我坚信，家庭是每个人学习关系技巧的场所，父
母与孩子的相处方式，乃至教育他们之间如何
相处的方式，都将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份宝贵
礼物。手足情深的培养，需要父母给予每个不同
的生命个体独特的爱，在一次次关系的互动中，
帮助他们成长为善解人意、心有温暖的个体。而
当每个孩子都在互相磨合中奔向彼此时，未来
路上迎接他们的，将是更多的美好。

给每个孩子“专属的爱”
张惠娟

父母要给出空间，让孩子们自己找到相处
之道。 ——曲一帆

兄弟姐妹是互相在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陪
练。 ——苏菲

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要给每个孩子“专属的爱”。
——张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