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周刊：您的丈夫是美国人，你们的孩子是在

中西方融合的背景下长大的，您觉得东西方家庭教

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陈鲁：我和先生大卫的个案可能会和别的中西结合

的家庭不完全相同，我们两个都有心理学博士学位，育儿

的理念都是受共同的现代科学的心理学原则指引。即使

这样，我们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对待孩子还是有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大卫事事给孩子更大的自主权。比

如，吃饭时，大卫从来不往孩子的碗里夹东西、甚至不

会劝她吃某样东西。他的观点是，只要家长摆在餐桌上

的东西都是家长提前把关、选择的，孩子想吃什么、吃

多少应该是自己的事。我呢，会习以为常往孩子盘子里

夹菜，劝她多吃菜。大卫在玩耍中也更尊重孩子的自主

性。大卫和一岁左右的孩子玩耍时几乎完全是听孩子

的。孩子让他拿些玩具茶杯，让他喂布娃娃喝，等等，他

都照做。二十多分钟的玩耍全由孩子主导，他担任“助

理”。而我有时会过多引导孩子去照我的想法玩，孩子会

咿咿呀呀地表示不快。给孩子当“助理”并不等同家长

扮演完全被动的角色。因为家长的年龄、生活经历摆在

那儿，家长需要时时为孩子的玩耍创造条件。比如我们

这个月去美国东北部缅因州很偏僻小镇度假，因为莉莉

要抓青蛙，大卫就把周围池塘、湖泊、小溪的分布研究透

透，每天带她去不同的地方，并且都有所获。但实际操作

时，我们就扮演“助理”的角色，被指挥从不同的角度去

围堵青蛙等。这种做法，我起了个名字，叫“监督下的自

由”。监督就是大人给孩子创造玩耍的条件，过程中保证

孩子的安全，剩下的具体操作，就让孩子自主了。这个，我

是从这位西方家长那儿学来的，看到它对丰富孩子的生

活并同时培养孩子的自主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亲

子关系很有效果。大卫给孩子的自主也不能等同于溺

爱。其实他给孩子的规矩比我多，并且执行起来比我更

毫不留情。比如他会让孩子定期清理自己的房间、严格

限制上电脑、看电视的时间。孩子会磨，他总是坚持。过

程中要花时间和脑力。

另外一个较大不同是传递信息给孩子时，大卫完全

依赖语言，而我要加肢体动作。比如，某天，一家人出门

前，他坐在门前穿鞋，堵住了后面的莉莉的去路。莉莉半

开玩笑似的敲掉了他的帽子。在莉莉身后的我第一反应

是啪地拍了一下莉莉的后背以示抗议，而大卫的第一反

应是一句话“这样你得等更久了！”在风暴更大的情况

下，他也从来没有动过孩子一指头，对孩子一切的劝说、

警告、不满、抗议他都能用语言有效地表达。而我呢，则

曾经有过几次生气时猛力推搡孩子的情况。但当看到情

绪、问题都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解决后，我逐渐锻炼自

己驾驭语言和孩子互动的能力，是自己很好的成长。 

还有一个不同是大卫从不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

较，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相互比较没有意义。我

呢，也不比较，但有时会说别的小孩好，因为我比大卫更

相信榜样的力量。起初，我会说“莉莉，你看谁谁这个干

得很好。”她和爸爸马上就听出我的意思，两人会马上制

止我“No comparison!” 

我强调这是我们的个案，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

普遍性，但不能涵盖所有的东西方家长。因为随着全

球化，育儿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有研究显示中国家长

中，尤其是教育程度高的，让孩子自主、重视和孩子说理

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生活周刊：您觉得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哪些方面

是坚持中国的教育好，哪些方面是借鉴西方的教育

好？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陈鲁：我想在这个问题中，教育还是指的家庭教

F
近些年来，关于东西方教育各自利弊的对比讨论非常多，而通常，都有些隔靴

搔痒的感觉。现任纽约市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的陈鲁，不仅有着近20年的儿童心

理学研究，而且她也是一位母亲，她的丈夫是美国人，也是一位心理学家。这次有

机会与他们探讨东西方育儿方法，收获颇丰。

给孩子监督下的自由
文 l 元妈    图 l 资料

reedom
1433

15

2012.
08.28

宝
贝

育。首先，越多深入地接触东西方父母，我越发现大家培

养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所有的父母都想让孩子有优秀

的人格（对家庭、社会尽责任等等）、受到良好的教育、

独立自立、有幸福的人生体验。只不过是在如何达到这

些目标上，东西方家长有些做法、风格不同。我倾向于一

些偏西方的做法，比如玩耍中多给孩子自主权、多用语

言来讲理、平等地对待孩子。我倾向于一些偏东方的做

法，比如不过度赞美孩子，不表扬孩子“聪明”而是表扬

孩子“努力”，让孩子深信努力的力量。研究发现，取得某

种成绩后被别人夸奖为“努力”而不是“聪明”的孩子，更

能接受新的挑战。

生活周刊：在您的新书《0－6岁 A＋育儿法》中，您

提到了“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孩子适应各种变化的能

力”这句话太棒了，可以具体谈谈从小如何开始培养

他们的这种能力吗？

陈鲁：书中列举的六大心理能力：健全的自我意识和

自主意识；对自己、家人、生活环境感觉良好并充满安全

感；对所有的生命充满爱心和同情心；浓厚的好奇心，良

好的注意力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初步的自我感情调节

能力和行为自控能力;足够的语言能力表达自己情绪和

思想，都能彼此合作来帮助孩子适应变化。有安全感的

孩子遇变会较为不惊，因为有心理后盾——那些一直信

任、支持自己的家长和朋友。自主意识强的孩子会主动

去思考应变的措施。好奇心强、爱解决问题的孩子会把

变化当成挑战而用正面的态度去接受挑战。自控能力强

的孩子不会意气用事、盲目做决定。注意力好、语言能力

强的孩子有能力去专注新问题的解决、和有关方面有效

沟通。有爱心、同情心的孩子最有可能在变化带来的纷

乱中把握住处理问题的正确原则。

因为能适应变化的个体才最有可能生存，所以，在

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能发展出这些能力的“种子”都

被写到人类的基因里了。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呱呱坠

地，她／他的生理、心理机体就“迫不及待”地要发展这

些能力了。只要了解了这些孩子的天性，你会发现我们的

工作其实不难做。在书中，我详细地用很多的例子解释了

家长如何做好三件事来培养这六种心理能力，从而锻炼

孩子的应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