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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不是好办法

龙门 站ee
先心灵，再手巧？

这两天，“biáng”字又火了——这事儿跟面
条没关系，是因为罚抄写。为了让学生上课别再
迟到，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微电子技术系大二
辅导员王斯俊想了个鲜招：迟到者抄写1000遍笔
画最多的汉字“biáng”字。

罚抄，是想让学生有切身之痛：别再迟到，否则
后果很严重！嘿，还真有学生在抄写200遍之后，终
于服输，保证再不迟到，但要注意的是，此番受罚的
学生已是成年人，他们有能力在受罚过程中吸取教
训，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是未成年人呢？

就在几天前，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
友吐槽：孩子因为少写了一项作业，被老师罚写
近2000个汉字。可怜的小学生写了一中午、一晚
上，到睡前才完成过半。无奈，孩子的妈妈帮助完
成了剩下的任务。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几个
月前，我就曾见这位妈妈在朋友圈中说，清早5点
起来帮孩子抄课文——没办法，孩子写到半夜都
没搞定，正长身体呢，不睡觉会行？

我很好奇，这位罚抄写的老师知不知道，那
些字有一半是学生家长所为？本来是让学生长记

性，结果板子都打到家长身上了，效果会怎样？
孩子犯了错，要罚，这似乎没问题。“不受皮肉

之苦就不能触及灵魂”的想法，很多家长还是有，但
惩罚式的教育手段能产生的效果，要打上问号。

惩罚，当然是想让孩子长记性，受教育，但结
果呢，很多孩子被罚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记不住；
还有那些责骂的话，老师、家长“说了一百遍”，难
道孩子听不懂？

有没有人问过孩子，被罚以后心情如何？或
者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受罚以后是怎么想的？
我不服气，我很委屈，你以大欺小，我“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有几个孩子真的痛下决心认为

“罚得对，我就该受罚，我以后一定不再犯错”呢？
对自控能力差的中小学生来说，犯错十分

正常，甚至可以说，犯错正是他们成长的一种方
式。面对孩子的错误——他们往往并非故意犯
错——作为成年人，应该多一些耐心，多一些宽
容，多一些理解；多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怎样
才能帮助、引导、教育孩子改正错误？帮助、引导、
教育孩子，是成年人责无旁贷的使命，机械的惩
罚显然是对自己责任的逃避与推卸。

现在的孩子啊，跟过去的孩子真不一样，他们
不再那么顺从、听话，因为他们身边缺乏顺从、听话
的榜样。他们天生就认为，自己是应该被尊重的，使
用居高临下的方式“镇压”他们，效果怎么会好？

因此，不妨俯下身子，看着孩子的眼睛，用尊
重、理解、诚恳、有爱的态度，好好与他们沟通。孩
子，你为什么忘了写作业？你觉得下次怎样才能不
忘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孩子会有更好的办法。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有几个孩子真的痛下决心认为“罚得对，我就
该受罚，我以后一定不再犯错”呢？

“世界勤俭日”前，我市90后男孩黄基琼的“废品
宝贝”登上了晚报。面对这些就地取材、制作精良的废
物利用小作品，众网友议论纷纷。

看过黄基琼的“发明”，@猫的嫁衣很羡慕：做得真
漂亮，跟市场上卖的一样。@等待云彩的石头很惭愧：个
人水平仅限于用饮料瓶做个简易花瓶，动手能力太差了。

说到动手能力，@一页西国觉得现在的很多孩子
在这方面都一样——“不中”：别说做个啥东西，能把
各种工具用好就不错了。@阳光不琇回忆：小时候玩
的沙包、毽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还会做拉花、用废
火柴盒做迷你家具……绝对是自己动手，自娱自乐。
@鸿雁滑翔猜测：现在的玩具和小工艺品太多了，既
然能花钱买现成的，谁还愿意费劲儿做呢？

不过，在@红花有意看来，孩子们恐怕也没时间
锻炼动手能力：一天到晚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双休日
还要上各种补习班，看“闲书”的时间都没，何谈做“闲
事”？@千山寒则说：不仅没时间，家长也担心万一把
手扎破了咋办？万一胶水蹭眼睛里了咋办？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孩子热衷于网络和手机，
对发明创造没什么兴趣。”@讨厌葱姜蒜的姐姐认为，
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已经无法吸引孩子了，“应该搞点
复杂的、科技含量高的”。@杜遂卿建议学校开设相关
课程，@lvming36补充道：动手机会越多，孩子学到的
也越多，这才是良性循环。

然而，要想手巧，最关键的还是心灵。正如@张栩
翔所说，动手能力应该建立在创造性思维之上：网络时
代的孩子都容易早熟，失去了应有的童心，即便接收了
海量信息，却很少进行思考，这才是最可怕的。@江西青
年张敏给出解决方法：还是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用
双眼观察身边的世界，才能学会自己思考。（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