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对于孩子的“谎言”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有些过了，我

们都知道真正的谎言意味着阴谋诡计或者为自己的错误开

脱，小孩子还不够成熟，没有足够的经验利用谎言来达到不

好的目的，他们撒谎就一个原因：想改变事实以满足自己的需

要。而孩子改变事实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得看他们的年龄

和所处的环境。

理解孩子说谎的原因
因为想象而说谎

2-3岁的孩子，他们热衷于根据自己的想象说一些不着

边际的话，而说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说的不是真的，比如

“我肚子里有一只大老虎”。这个阶段的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

真实的，是可能发生的，什么是假的，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经常

一厢情愿地说话，有时他们特别想得到什么东西，说着说着就

好像是已经实现了一样。

为讨好大人而说谎

还有种情况是孩子想讨好大人而说谎，孩子们很会察言

观色，他们知道，只要做了正确的事就会让父母高兴，所以当

你问孩子收拾好玩具了吗，他就算一点儿也没收拾，也可能大

声回答你收拾好了。

为了得到什么而撒谎

小孩子基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他们考虑别人的感受或

者他们的言行对别人造成的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这要求孩

子在遇到具体事情时需要同时想到两点：“我现在想要”和“别

的人也想要”。但小孩子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他们急切地

想得到什么东西时也会说谎，家长可以适当训练孩子延迟满足

的能力。

为自我保护而说谎

当孩子长到4岁左右，他们开始理解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

别，这个时候他们也会撒谎，以摆脱不想做的事情。还有种常

见情况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惩罚。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很清楚

地知道如果做了什么错事会有什么后果，所以往往会在事后编

造一通谎言应对大人的责问，这个阶段的谎言更为复杂些：一

种是改变事实型，一种是彻底否认型。这个特点大概会持续到

10岁左右。

为博得赞赏、引起关注而说谎

等孩子大一些，在5-7岁这个阶段，仍然会因为其他一些

原因说谎，尽管他已经知道事实和虚构的区别，道德和良心也

开始发展，他知道他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会让父母失望，他有负

罪感，所以依然还是会歪曲事实为了不让你失望，也为了避免

让自己陷入麻烦。另外，大点儿的孩子有时为了打动别人或者

赢得别人的赞美，也会编造些故事美化自己的形象。

总之，孩子说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要“对症下药”，没

有一个模板可以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如何对待孩子“歪曲事实”
1. 别反应过度

如果你反应太激烈，说孩子在撒谎，是错误的，反而会起

反作用。孩子会因为撒谎吸引了你的注意力而变本加厉。

2. 别因为撒谎惩罚孩子

你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撒谎背后的原因或者通过谎言要

掩盖什么错误行为，而且，你的惩罚还会引起孩子的怨恨和恐

惧，并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3. 引导孩子说真话

如果你确信孩子做错了什么，不要质问他，而是平静而严

肃地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也别生气，只说事实。

4. 如果你知道是谁干的，别问

比如你知道孩子打翻了牛奶，却问：“谁打翻的？”孩子肯

定不会大声承认。你可以这么说：“牛奶打翻了，现在谁可以帮

我收拾一下吗？”打翻牛奶的那个孩子很有可能会帮助你，因

为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他刚才的行为，他也想补救一下。

5. 别羞辱孩子

其实小孩子撒谎并没有什么恶意或者不良企图，注意别让

孩子觉得负罪感很强烈，觉得自己是一个坏孩子。你应该将精力

放在分析孩子撒谎的原因并帮助孩子处理相关的事情上。

6. 和孩子聊聊

找个孩子情绪平静快乐的时间，和孩子好好聊聊关于“歪

曲事实”的问题，鼓励孩子跟你讲完整真实的事情，你可以这

么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或者有时我问你问题，你跟我讲述完

整而真实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总是这么做，那么我

一定会一直相信你的。”当然了，如果孩子还太小，比如才两三

岁，你跟他说“狼来了”的道理，他可能也不会明白。

7. 找机会教孩子区分事实和虚构

在生活中随时找机会，比如你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

说：“你看那头狮子会说话，这是假的，人人都知道狮子不会

说话。”还可以随时给孩子指出生活中真实和虚构的事。

8. 跟孩子解释“善意的谎言”

生活中善意的谎言很多，有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的技

巧。孩子一边学习讲真话，一边还得学着理解善意的谎言。你

可以这么跟孩子解释：“有时候，为了不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们

需要撒个小谎，这种谎言就叫做善意的谎言。比如，奶奶送了

你一条裙子，可能你很不喜欢，但是奶奶问你的时候，你如果说

你不喜欢，她会伤心的，出于礼貌和照顾奶奶的感受，你应该

表示感谢和喜欢，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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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你还记得你的孩子第一次“撒谎”时你的感受吗，

是不是大吃一惊，担心你的小天使长大后是一个不

诚实的人？你这样想实在是多虑了，其实撒谎是正

常的，尤其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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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是件有意思的事
文 l 贝奇•布朗•布劳恩  著有《说给孩子听，做给孩子看》    图 l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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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催眠法

我念“春眠不觉……”，元宝

便顺着说“晓！”；我讲“锄禾日

当……”，元宝立马笑着回“午！”；我

背“白日依山……”，元宝很快就答

“尽！”；我说“窗前明月……”，元宝

便接口“光！”。

这大约是元宝十六七个月光景

的时候，把从小我对着他有口无心

念的唐诗的最后一个字都记住了。而

我，也就从春晓到明月光，颠来倒去

地给他背着听。等他都会了，我再搜

肠刮肚，苦于文采浅薄，积累有限，只

能拿出几本儿童唐诗，现炒现卖，恶

补起来。

然后嘛，除了念 故事书，元

宝的睡前时光又多了一个保留节

目——听妈妈吟诵唐诗（谁让妈妈

不会唱歌呢？）。每个夜晚，我们念几

首故事书，然后关灯。元宝就躲在被

窝里，依偎在妈妈怀里，静静地听我

用自以为颇富感情的声音给他念唐

诗。最近我迷恋李商隐的《锦瑟》：锦

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

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

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

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再来。”一遍默诵完毕，元宝静

静出神，然后奶声奶气地让我再默念

一遍。这样复读机一样默念个四五

遍，元宝便在黑灯瞎火的唐诗催眠中

甜甜睡去。

等到次日早上，才迷迷糊糊张

开眼的元宝便在被窝里奶声奶气地

念：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

然……小朋友虽然不知道自己念的诗

的意思，但是韵律之美却让他着迷。

于是我便趁胜追击，“秦时明月

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啦，“日

暮乡关 何处 是，烟波 江 上使 人

愁”啦，那些曾经感染过我的诗句

都被从尘封记忆中发掘了出来，作

为我和元宝的小小约定。“元宝睡觉

要做什么？”“讲故事、背撸撸、背唐

诗……”这是元宝通常的标准答案。

唐诗真是朗朗上口，以至于元

宝站着尿尿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

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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