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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4/2021_2022__E6_B1_82_E

5_8A_A9_EF_BC_9A_E5_c64_154992.htm “孩子上了私立中学

，本以为住校学习会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没想到他竟学会

与同学比阔。家里的车接他回家，他竟嫌不够档次，不让停

在校门前。”9月24日，家住沈河区的郭先生打来电话，反映

其儿子上私立中学后给他带来的苦恼。 开学就要高档手机 郭

先生在沈阳经营炊具生意。今年8月末，他将小学毕业的儿子

送到一所私立中学。尽管每年学费高达2万多元，但望子成龙

的郭先生觉得物有所值：“收费高的学校师资力量一定雄厚

，最重要的是孩子住校能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儿子小龙(

化名)开学后第一个周五晚上，郭先生开车去学校接儿子回家

，校门外，接孩子的轿车停了长长一大排。“爸，快到宿舍

帮我搬东西⋯⋯”郭先生和许多家长一样，跑到寝室，搬到

车里的除了孩子平时攒下的脏衣服，更多的是吃剩下的水果

和小食品。“你买这么多小食品干吗啊？”郭先生的话立即

遭到儿子的反驳：“同学们都买，我不买多掉价啊！” 回家

后，小龙又提出要求：“我这个手机款式太老了，你给我买

一个彩屏带摄像头的吧⋯⋯”郭先生一打听才知道，儿子的

大部分同学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比较高档的机型，郭先生于

是把自己刚买的一部3000多元的手机给了儿子。 “桑塔纳”

别停校门前 9月15日周五，郭先生再次去学校接儿子回家。车

刚开到半路，他就接到儿子的电话：“爸，你那辆‘桑塔

纳2000’最好停的离学校远点儿⋯⋯”郭先生追问原因，儿

子就是不说。在回家的路上，小龙终于告诉爸爸：“你看学



校门前不是‘奔驰’、就是‘宝马’、再不济也是‘奥迪 A6

’啊，咱家的车丢不起人⋯⋯”一路上，郭先生陷入了沉思

：仅仅两个多星期，孩子咋变了这么多呢？”郭先生回家后

和儿子进行交谈，儿子说很多同学都互相攀比，谁家的车最

好，谁穿的服装、谁用的手机最时尚⋯⋯任凭郭先生夫妇如

何开导，儿子始终听不进去。 父亲求赐教子良方 9月20日，

郭先生到学校找老师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让他非常失望，

老师称小龙学习不太用心，平时留的作业也不按时完成。9

月22日，小龙回家后就向父亲要300元钱，理由是同学过生日

，大家要凑份子一起去酒店消费。“一个孩子过生日干吗要

花这么多钱？”郭先生怒了。儿子却不以为然：“咱学校里

全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少同学兜里都有银行卡，父母往里

存钱。你好歹也是个做买卖的，就这300块钱你都拿不出来吗

？”望着儿子振振有辞的样子，郭先生心里酸酸的，他拒绝

了儿子的要求，结果小龙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以不吃东西

抗议。“我花钱供儿子上私立学校，是想把他培养成才，没

想到孩子变成这样⋯⋯”无奈的郭先生向本报求赐教子良方

。 让学生走出攀比误区 就小龙现象，记者采访了辽宁社会科

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张思宁教授，她认为首先是家长为孩子

创造了条件，那就是提供钱。很多家长，尤其是条件好的家

庭，怕孩子“受委屈”，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过于讲究

吃、喝、玩的习惯。家长们所谓的望子成龙，大都侧重于学

习，而忽视了孩子们畸形的消费心理。中小学生的这种“玩

儿阔”现象，还有来自社会的因素。现在的中小学生多是独

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缺乏正确的教育方法，也是

产生这种消费误区的直接原因。对中小学生的消费观和攀比



观，不仅需要学校进行勤俭节约教育，更需要家长培养他们

艰苦朴素、自强自立的品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