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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不是我！”
——幼儿拒绝认错的原因分析及家庭教养中引导幼儿正确对待“错误”的具体方法

李涵霏

（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江苏 苏州  215011）

摘要：每个人都会犯错， 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犯错”往往蕴含着许多契机，学习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往往能让一个人

受益终身。但是孩子要怎样对待“错误”才是积极的，才能从“错误”中获益是值得思考的。本文将家长在家庭教养中遇到的幼儿拒绝

认错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结合以往的经验及相关著作，提出具体可行的引导幼儿正确对待“错误”的方法，从而让家长在对幼儿进行

该方面的引导时有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让幼儿能从错误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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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一个孩子的母亲跟我分享了一个她在家观察到的现象：

孩子做了错事，第一反应总是马上否认。比如她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即便她明明意识到是自己的无意行为导致水杯被打翻，她也会一

个劲儿地说：“妈妈，不是我！是水杯自己摔倒了！”这位家长说，

在家中父母对孩子基本都是温和教育，从来没有因为孩子犯了错

就大发雷霆或严厉惩罚，所以怎么都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对“认错”

这么敏感。其实有许多家长跟我反馈过类似的现象，我思考了很

久也查阅了很多资料，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分析并总结了以下

内容。

一、Why ？孩子为什么拒绝认错？

（一）缺乏情感抚慰，需要“被共情”

在和家长交流的过程中，家长一直强调：“他明明知道这件

事是他做的，明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但就是

不承认。”其实越是在“明明就是他”的情境下，孩子的内心越

需要被抚慰，因为孩子对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都是自知的，那当下

他的内心一定是慌乱和不知所措的，自责、委屈、害怕等等这些

消极情绪也会随之产生，那么用“不是我”的方式来进行自我麻

痹和逃避是非常本能的反应。其实这种行为不难理解，可以换位

思考，当我们大人在犯了错之后也会产生类似的心理。

（二）对后果的惧怕，欠缺承担能力

“这个被摔了的话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啊？”这是

有一次 5 岁的小表弟跟我说得一句话，当时他手里端着一个盛了

汤的瓷碗小心翼翼地从厨房走向餐桌。

孩子的年龄尚小，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都比较

欠缺，当他的现有能力无法支撑他解决自己犯下的错误的时候他

一定会产生惧怕感。就像我的小表弟所表达的那样，有可能发生

的不良后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所以在行动的时候也是心怀不

安的。

（三）来自家庭教养的影响，家人对待错误的态度

家庭教养对于幼儿的影响力是绝对不容小觑的，家人怎样对

待错误，孩子就会吸收怎样的方法。家庭教养中，面对错误有三

种不同的形式：

1.“都怪你”

这种现象在老一辈中非常常见，孩子摔跤了或者磕碰了，爷

爷奶奶会说“都怪这个地板！害宝贝摔跤了！踩它打它”。

2.“不怪我”

很多家长自己做了错事之后会马上找出一大堆理由和借口让

自己的错变得合理，好像认错是一件非常掉面子或羞耻的事情。

这两种方式会让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先怪别人，或

者不停地替自己找借口，将重心放在帮自己开脱而不是解决问题

上。

3.“你错了”

孩子和家长发生矛盾的时候，家长会碍于面子将错误统统推

给孩子，故意忽视事情的真相，永远让孩子先道歉，从不自我反思。

这种方式会让孩子在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养成推脱责任的习惯，

总觉得对方应该先道歉，就像家长逼迫自己先道歉那样。

（四）自尊心的力量让幼儿羞于表达

“幼儿与成人一样 有着自尊心。幼儿会用灵活机智的方法挽

回自己的面子。”对于自尊心较强的幼儿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评

价是很积极的，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也更高，而犯错对于他们而言

是消极的存在，所以很多幼儿会选择拒绝承认错误。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幼儿拒绝承认错误也有积极的一面，

证明他们的自尊心正在发展，但这个过程也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理

解和合理引导。

二、How ？怎样正确地对待错误？

（一）无条件的爱是重要的前提

在分析幼儿拒绝认错的原因中提到，幼儿在犯错之后需要情

感抚慰，针对这一点，家长一定要认识到“无条件的爱”对幼儿

来说有多重要。“无条件的爱，是指你对孩子的爱里没有交换、

没有恐吓，也没有威胁。”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的冷落和暴

怒对错误本身于事无补，反倒会让孩子受到伤害。

首先，家长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深呼吸或者短暂离开

都可以，但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是平和且清醒的。

然后，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要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是没有改变

的，但是既然犯了错误就一定要承担后果采取行动。

再者，要让孩子感受到，当他犯错的时候，家长是愿意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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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想办法去面对去解决的，而不是统统靠他自己。因为幼儿年幼，

他们需要家长给予陪伴和面对问题的勇气，当然也不能让幼儿觉

得他能完全依靠家长，要分清楚“协助”和“依赖”。

（二）听他怎么说是必要的过程

要给孩子说话和解释的机会，让他感受到自己虽然犯了错但

还是被尊重的。导致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孩子在做这件事情

的时候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些问题家长都要去关注。

因为在询问孩子的想法的时候也是在帮助孩子梳理和思考，更能

避免产生误会冤枉孩子。

我以前遇到过一些孩子会习惯性道歉，不管在冲突中到底是

不是他的错他都会先低头认错，但真相确实对方先挑起矛盾，而

孩子不愿意解释，大多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他接受爹机会，或

者根本没有人愿意听。

当然对于一些无意识的小错误，比如不小心摔坏东西、不小

心打翻物品等等不需要小题大做，说句没关系，然后教孩子怎样

处理就好。

（三）温和但有力的沟通是基础

这里想要再强调一次“温和”二字，其实要求家长在孩子犯

了错地情况下，还保持温和的态度是很苛刻的，但这却是和孩子

沟通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孩子才能放心地表达自己真实

的内心，没有顾虑没有惧怕。

那什么样的沟通是“有力”的呢？

1. 坚定的态度

“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你可以哭可以难受，你痛苦，

我可以理解你，但这件事不行。”对待错误一定要坚定，错了就

是错了，我知道你当时很生气很害怕，但是错了就要接受和承担

后果。

2. 明确的目的

错不可怕，我们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问问孩子你觉得现在

需要怎样去弥补这个错误，怎样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把目光放

在引导孩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鼓励孩子去思考，帮助孩子

进行总结，这样孩子不仅知道了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错误，而

且还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久而久之，思考力也会有所提升。

（四）实事求是以身作则是驱动

我小的时候接收到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会

犯错的，一是老师、二就是父母。当然随着教育的进步，现在社

会有这种思想的家庭已经很少了，但是思想没有了，行为却未必

如此。

作为大人的我们可以自问几个问题：有没有在孩子面前犯错

之后碍于面子拒绝道歉？有没有当着孩子的面去和别人争论这件

事情和自己无关的情景？有没有当小孩子对自己提出置疑的时候

冲他说了句：“大人的事你懂什么？”

有没有在孩子问自己：“为什么你这样做就没有被批评，我

这样就被批评了？”我们回答他：“因为我是大人。”……这些

场景大家都不陌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和生活中时时都在发生。但

这些与“实事求是”“以身作则”全是相悖的。

我经常会跟班级里的小朋友说：“谁都会犯错的，小孩、大人、

老人都一样。”作为大人的我们都那么害怕承认错误，在孩子的

面前不断找理由，那孩子又怎么习得积极正确的方法呢？在家庭

中，对待错误的时候坚持“人人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的

时候家长也可以将自己的错误拿出来和孩子一起探讨一起分析。

三、What ？孩子能从错误中收获什么？

（一）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法

“儿童只有在试验错误中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内在有关这个事

物的认知”。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无数次探索，他们在用

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认识这个对他们而言全新的世界，“犯错”

是他们在探索中的必经之路，而得到了正确引导的“错误”，就

是巨大的宝藏。

面对错误，我们通过和孩子沟通交流，总结经验并且一起寻

找解决方法，孩子会不断将这些经验和方法吸收内化，在以后面

对类似的问题时得心应手。

（二）主动思考积极反思的态度

错一点都不可怕，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可怕的。当家长在引导

孩子积极面对错误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力也在得到发展，虽然幼

儿的思维方式可能是简单初浅的，但是在实际问题中有思考的意

识是很可贵的。

另外，学会痛定思痛是很有必要的，孩子犯了错，让他回过

头反思自己的行为会让他对整件事有更清晰地认知，也会帮助他

进行自我分析。

（三）敢于承担的责任心

有专家提出：责任心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承担自身行动

后果的意愿，敢于承担错误也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在幼儿敢

于直面错误的时候他的责任心也得到了增强，着眼于自身而不是

寻找开脱的理由，“父母要多给孩子机会去承担责任，让他们感

到被需要和被重视。”这种敢于承担的品质会给孩子的成长赋予

更多力量。

四、结语

犯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正确对待“错误”却大

有学问。作为家长，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运用怎样的策略也是值得细细斟酌并坚持实践的。“教育如同投资，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确保子女能健康成长，投资的回报会在

眼前和未来慢慢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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