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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家庭在教娃这件事上怎么做到“和而不同”？

我在中国长大，八零后。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罚跪的记
忆，还是因为学前班时被老爹发现了我请同学帮我写作业。
至于娃爹，出生在美国保守的基督徒军队家庭，虽然被打屁
股倒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基于纠正行为和生活习惯，跟学
习好坏关系不大。我们两个南辕北辙长大的人，在长期的共
同生活中，慢慢学会了“和而不同”的道理。

说来惭愧，一般我开始吼娃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心血来
潮开始收拾房间的时候，这往往让我血压直线上升，因为开
始不断在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匪夷所思的东西，脑袋中那
根弦啪地断了，开始冲娃娃们喊：“快点给我收拾好！立刻马
上赶快！”然后就看到噤若寒蝉的俩娃东奔西走。

疫情开始后，娃娃们长达一年在家里上网课，娃爹由于
幸运地可以在家办公，于是责无旁贷地接手了当家奶爸的
光荣任务。他有一天表情复杂地告诉我，“你曾经跟我说，吼
完娃后，就像经过了一种发泄净化，整个心灵都疏通了。我
当时想，这是什么烂理由。然而可怕的是，在我吼完娃后，真
的心情好多了！”

做父母，是一场共同的修行。我们想要孩子能够更加无
私更加有爱心，我们也需要孩子能
面对自己真实的负面情绪，能够拥
抱它，也能够与它和解。

小裴（现居美国）

挪威挪威

对孩子的“爱与罚”为何这么讲原则？

挪威语中保留了一些“活化石”，泄露了消失已久的
体罚手段：拧耳朵、用树枝抽、揪头发、打屁股、关在门外
等等。说久也不久，到 1972年之前，打屁股、拧耳朵这些
管教孩子的手段还是合法的。

1972年后，法律条文里关于父母管教权的条款被取
消；1987年，儿童法里有了新规定：“轻打手掌或者穿着
裤子的臀部作为一种即时反应是可以接受的，但揪耳朵
或者其他比这更过分的惩罚是不被允许的。”看来，揪耳
朵是一道分界线。2010年这道分界线也作废，再次修订
的儿童法明确指出，对于儿童，任何形式的暴力使用都不
可接受，不管是不是发生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孩子们的
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索马里女子阿米娜有四个儿子，分别 11岁、10岁、5
岁和4岁。两个大孩子在索马里战乱里出生，小的两个在
挪威出生。其中一个儿子说“妈妈打人”。尽管幼儿园老师
上庭为阿米娜说好话，说她是个好妈妈，阿米娜还是失去
了四个孩子的抚养权，并和儿童福利局打起官司。

树波（现居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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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你知道什么是
“乞巧节”吗？

“乞巧节”，又叫“七夕节”，
时间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七
夕节最初是单身女性祈求神灵
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的节日。在
节日期间，人们拜织女祈福、穿
针乞巧、晒衣晒书。在七夕节还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

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苦
命的孩子叫牛郎，从小父母双
亡，和老牛相依为命，老牛很有
灵性。有一天，织女和一群仙女
下凡游玩，老牛劝牛郎去取织女
洗澡时放在岸边的衣服，织女便
做了牛郎的妻子。婚后，他们男
耕女织，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十
分幸福。不料天帝得知此事，勃
然大怒，让天兵天将下凡押织女
回天庭受审。老牛不忍他们妻

离子散，于是让牛郎挑着儿女披
上自己的皮飞上天去寻找织
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王母
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簪，在天
空划出了一条波涛滚滚的银
河。牛郎无法过河，只能隔着天
河与织女遥望。织女的泪水滴
落在喜鹊头上，喜鹊读懂了织女
的心事，和同伴用身体搭成一道
跨越天河的拱桥，让牛郎织女在
鹊桥上相会。王母娘娘无奈，只
好允许牛郎织女每年七月初七
会面一次。妈妈说她小时候还
趴在葡萄架的下面听牛郎织女
说悄悄话呢，不过啥也没听到。

爸爸说实际上“七夕”并不
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这天应
该是牛郎织女和儿女见面，全家
团聚的节日。你觉得呢？

小记者 刘晨一
指导老师 梁洪彦

峄城区匡衡小学一（5）

乞巧节乞巧节

最近因为一个美国老奶奶
搞得大家心烦意乱，那天都已
经很晚了爸爸妈妈还在手机上
关注老奶奶的动向，说她要去

我们的宝岛——台湾。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爸爸很生气，说
她的行为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是不尊重我们中国主权的行
为。

今天我们来到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共同重温抗战历史，
一起追寻红色足迹。进入纪念
馆后我感觉心情十分沉重，因
为我看到墙面上有“上海沦
陷”“天津沦陷”“九一八事变
东三省沦陷”“七七卢沟桥事
变北平沦陷”“杭州沦陷”“济
南沦陷”“南京沦陷”等字
眼。我知道“九一八事变”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
战争的开端，而“卢沟桥事
变”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
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想占领我
们的国土，取而代之。这都是
我从小姨的《中国历史》这本
书里读过的。

继续前行，我看到了一张
张泛黄的照片，一把把生锈的
大刀，一件件破旧的衣物，一
个个了不起的英雄……通过老
师的讲解和展馆内视频的介
绍，我仿佛看到了战士们在枪
林弹雨中奋勇杀敌的场景，感
受到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捍卫民

族尊严，誓死保卫国土的决
心。老师说台儿庄大战是在
1938年的 4月开始，是在南京
大屠杀后，我不敢想如果这次
大战没有胜利我们枣庄地区会
变成什么样子，战争太可怕
了。

紧接着我们小记者团来到
了“台儿庄大战战地记者
馆”，老师带领我们读了前
言，“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是前进的号角手，是历史的见
证人。抗日战争中，我国的战
地记者心存大义，穿行在烽火
硝烟中，为民族解放和独立做
出了无私的奉献。”是啊，正
是有了这些不怕牺牲的战地记
者，才有这一篇篇带着烽火硝
烟的电讯稿，才有这一张张记
录写实的历史照片。

通过一上午的参观学习，
我有许多感悟，我要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也要珍爱和
平，努力前进。我要向这些伟
大的战地记者们学习，做一名
记录生活和学习的合格小记
者。也要向这些英勇的革命战
士们学习，不怕困难，勇往直
前，做一名爱学习，爱劳动，
爱祖国的优秀少先队员。

小记者 刘晨一
指导老师 梁洪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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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神兽”在家麻烦多，教育孩子的尺度如何把握？

吼还是不吼，罚还是不罚？这是个“世界性难题”
荷兰荷兰

吼了孩子两声，会被当地儿童保护部门约谈

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当地政府的青少年儿童保
护部门调查——他们怀疑我对儿子有暴力行为，虐待儿
童。对于这种无稽之谈我是百口莫辩，还要老老实实配
合。

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儿子上学时无意在老师面前
说起妈妈平日在家对自己吼叫。老师瞬间警觉，追问他：

“你妈妈会打你吗？”无知少年脱口而出：“她吼叫起来的
时候很厉害，我怕她会打我。”就这样，班里老师报告了学
校社会安全员，安全员报告给了市政府青少年儿童保护
部门，紧接着我被约谈。

谈话那天，在学校的安全管理办公室，一张圆桌，五
人围坐，所有人都和蔼地看着我，每个人脸上都明明白白
地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气氛诡异至极。想到反正
我也没有打孩子，孩子身上更没有任何伤痕，我料想他们
一定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也就敬而不畏地开始和他们
周旋。随后我又被约谈了两次，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场

“闹剧”。几次无果后，我只好认清形势，乖乖接受教育。
荷兰的教育理念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孩子是社会

的，即使父母也不能伤害他们；从家庭层面来看，哪怕家
长不认可孩子的想法，但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比如大部
分荷兰家长是不会逼迫孩子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有这
样的指导思想，他们就不会对孩子大呼小叫。

或许文化背景、社会规则和人文环境是导致我们不
同的因素，这个话题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
大的挑战。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上寻找平衡
点，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李婷婷（现居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