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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忆苦思甜”
七成孙辈“理解但受不了”2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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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嫌孙子太娇惯
奶奶想让他吃点儿苦

盲目“吃苦”
没有教育意义3提

醒

“现在的小孩太享福了，到农
村种种地、吃吃苦，对他们成长有
好处……”上周日，记者见到王女士
后，她迫不及待地开始倾诉对孙子
贝贝（化名）的“忆苦思甜”计划。

王女士说，她一直在偃师农村
生活，有空会到城里帮忙带孙子，

“贝贝都10岁了，啥家务都不会，被
他爸妈惯得没个样子，吃饭挑三拣
四，花钱大手大脚”。王女士觉得，
孩子没吃过苦，根本不懂得珍惜现
在的好日子。于是，这学期开始，一
到周末，她就把贝贝带回老家去体
验生活，“我得让他感受一下，我们
当年吃过的苦”。

为此，王女士还给孙子制定了
一套劳动计划：周末7点起床喂鸡、
捡鸡蛋；11点开始跟着她学蒸馍、搅
面汤、腌萝卜干；午觉后，下地掰玉
米、挖红薯……并且老家没有网络，
贝贝也不能玩手机。

“刚开始，孩子不愿意，但在我
的严厉督促下，他慢慢适应了。”王
女士说，孩子虽然干得不情不愿，但
明显不挑食了，也会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农活了。可上周六，她的儿子
抽空来了一趟，看到贝贝后心疼孩
子吃不好、睡不好，当即要把孩子带
走，还责备王女士不懂科学教育，让
孩子“没苦硬吃”，王女士又气又冤
枉，“我们当年过的日子比这苦多
了，现在孩子咋就这么金贵”。

无独有偶。老城区75岁的严女
士也因为老在孙女面前回忆自己

“吃不饱、穿不暖”的过去，而被家人
责怪。“这孩子挑食、剩饭，我经常给
她讲我当年的故事，是想让她珍惜
现在。”严女士说，前不久，孙女吃的
点心掉地上后想扔掉，她觉得太浪
费了，就又一次说起自己的故事，并
让孩子把点心捡起来吃掉，却被家
人说“思想过时，不讲卫生”。她很
郁闷，“钱和粮食都不是天上掉的，
刚掉地上又不脏，咋就不能吃？”

穿披风的饺子

孙子5岁的时候，我带他去吃了一
次馄饨，那是他第一次吃。

过了几天，孙子又来我家过周末，
快到中午时，我问孙子吃什么。孙子想
了想说：“我想吃穿着披风的饺子！”

我听得一头雾水，就问孙子：“那是
什么好吃的呀？”

孙子说：“奶奶，您忘了吗？就是那
次您带我吃的像饺子的东西。”

我这才想起来孙子说的是馄饨。
（孟津区 王红）

这个兔子有滑板车

前两天带着孙女去商场玩，走着走
着孙女突然不动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发现她在看一
家店铺上的字。我就问她：“你在看什
么呀？”

孙女挠了挠头，说：“爷爷，你看那
个小兔子怎么骑着滑板车呀？”

我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在哪儿。
孙女就拉着我上前，指着“逸”字

说：“爷爷，就在这儿！小兔子骑着滑
板车。”

我哈哈大笑了起来，原来是孙女不
认得“逸”字。

（西工区 郭华文）

猪掏耳屎吗

前两天，我们一家到饭店聚餐。餐
桌上上了一道凉拌猪耳朵，我给5岁的
孙子夹了一点，告诉他这是猪耳朵。

孙子夹起来看了好一会儿，就是没
下嘴。

我就问他：“怎么了？不爱吃猪耳
朵吗？”

孙子疑惑地问：“奶奶，猪掏耳屎
吗？猪耳朵里有没有耳屎？”

我听完一时答不上来，这也逗得一
桌子人哈哈大笑。

（涧西区 王秋萍）

孙女的梦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孙女白天玩得
太累睡着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在梦里嘟嘟囔
囔，然后被吓醒哭了起来。

我问她梦到什么了这么害怕，她委
屈地指着爸爸说：“奶奶你问他，爸爸在
梦里凶我，让他说说都干了些啥！”

（老城区 陈女士）

（整理：洛教融媒记者 莫思琪 吕
温 见习记者 任飞扬）

童言无忌

让孙子干农活忆苦思甜忆苦思甜
我错了吗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我把孙子带到农村体验生
活，儿子却说我让孩子‘没苦硬
吃’……”近日，涧西区72岁的王
女士因为让孙子“忆苦思甜”去农
村干活儿，与儿子发生了争执。
她觉得孩子要学会吃苦，她儿子
却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的矛盾，
不少老年人都遇到过。如何破
解？过来人和专家分析、支招。

“老年人喜欢讲述以前的苦
日子，是因为他们过去经历了许
多困难和挑战，明白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沈会芝说，他们告诉孙辈这些故
事，是希望能传承吃苦耐劳的精
神，这本是好事，但如果做法不
当，不仅没用，还会遭孙辈反感。

沈会芝说，因为成长时代不
同，孩子们不容易与老人讲的往
事产生共鸣。偶尔讲几次可以，
但如果经常说，会让孩子厌烦，甚
至怀疑长辈在编故事，从而产生
叛逆心理。另外，盲目让孩子“吃
苦”，提供超过自身能力的任务，
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帮助，还会

让他们自我怀疑。
因此，老人在进行“忆苦思

甜”时，切记把握好度。例如，给
孩子合理安排家务活，偶尔带他
们体验农耕项目、农村生活。此
外，老年人也要积极接纳新鲜事
物，不要总沉浸在回忆中，这才能
教育好孙辈。

“对于老年人的‘忆苦教育’，
年轻人也要理解，汲取其中的精
华。”琴书学校教导处主任王亚鹏
说，当听老人讲述他们以前的苦
生活时，应表达对他们的敬佩，并
帮孩子理解其中的意义。如果老
人的做法不妥当，要事后提意见，
并给出建议，千万别当面顶撞。

老人总想让孩子“忆苦思
甜”，那么，作为主角的孙辈，以及
他们的父母是怎么看的？近日，
记者走访我市多所中小学、社区
发现，约八成孩子受到过老人的

“忆苦思甜”教育，其中约七成人
表示，能理解这种行为，但受不了
老人的过激做法，又受罪又没学
到东西。

“我妈只顾让孩子吃苦，也不
管他能不能受得了。”上文王女士
的儿子说，他一直在外地出差，上
周回老家一看，贝贝因为天天下
地拔菜，小手刮出一道道血印
子。因为吃不惯奶奶做的农家
饭，饿得瘦了一圈儿。更让他心
疼的是，孩子下地干完活，身上爬
了小虫子，腿上、背上咬了好多小
疙瘩，痒得睡不着觉，“熊猫眼”都
出来了。他说：“忆苦思甜没错，
但得讲科学。每一代人的成长环
境不一样，别说孩子了，猛然让我
过这种生活，我也受不了。”

“爷爷总对我说他过去多么
不容易，我耳朵都听出‘茧子’

了。”涧西区初一学生川川（化名）
说，只要她花钱买衣服、玩具等，
爷爷就给她讲自己当年生活多
穷；她想睡懒觉，爷爷就讲自己儿
时为照顾兄弟姐妹，凌晨起床做
饭……听完这些故事，川川感觉
内心充满罪恶感。前不久，她过
生日，想办生日聚会，爷爷听后竟
说：“纯属浪费钱，我小时候过生
日能喝黄面汤、吃白面馒头都高
兴得睡不着觉了。”气得川川哭了
一场。

和上述老人不同，瀍河区70
岁的丁女士只会在适当的时候，
在晚辈面前回忆过去的苦日子。
她说，以前，她也经常对孙子讲她
小时候生活多不容易，但孙子全
当故事听了，并且说多了还让孙
子对历史产生了误解，觉得过去
的生活很糟糕、人们很不幸，甚至
产生了恐慌心理。于是，丁女士
改变策略，只有合适的契机才会
讲，如借助逛展览、观看影片等，
给孙子讲过去的故事，“这能帮助
他理解其中的意义”。

■征集线索
您在带孙子、孙女时有

哪些经验、困惑；您和孙辈之
间发生过哪些温馨故事、有趣对
话？本版开设《隔辈带娃》《隔辈
最亲》《拜孙学艺》《童言无忌》
等栏目，如果愿意分享，请联

系我们吧：18637927388（何
记者）。

绘制 吴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