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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顿饭引发的感想 
◆王秀平 

（山东威海石岛实验中学  264309） 

 
带儿子跟朋友吃饭。儿子喝完一瓶饮料后还想再喝，由于是

朋友请客，我就偷偷的在儿子耳边说：“儿子，这不礼貌。想喝
回家再喝。”儿子不理解，有些生气。忽然感到平时对儿子的教
育还欠缺许多。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听父母讲故事，特别是中华
传统美德的故事，如孔融让梨、黄香温席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小
伙伴曾一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时候的我们，给长辈递东西
一定要用双手，吃饭时人不齐一定不能动筷子，动了筷子也是只
能夹自己面前的，即使再喜欢也不能把筷子伸到别人面前；那时
候的我们，找别人帮忙一定要说“请”，不小心碰到别人马上要
说“对不起”……这一切一切都成为大家判定一个小朋友有没有
教养的标准。 

而多年后的现在，虽说科技文明在进步，但一些基本的传统
美德却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回想我的身边经常看到这样的场
景：一大桌子人吃饭，客人还没动筷子，主人家的小孩子便自顾
自地转动着大桌子，一见到自己喜欢吃的菜，恨不得全部抢到自
己碗里来。吃饭的过程中，也是喜欢什么挑什么，哪管别人怎么
想。看着类似的场景反复上演，作为教师的我，也想到了我们的
学生。多年过去了，他们对传统美德的关注也越来越少。 

以前的孩子课间玩耍，你碰了我，我碰了你，总是抢着说“对
不起”，然后一句没关系，小伙伴便相视一笑，继续玩耍了。而
现在的孩子，同样是不小心的碰撞，往往总会演变成一场大战。
你碰了我，我不乐意，就对骂起来，进而拳脚相加。以前孩子间
打架后，父母总要批评自己的孩子，质问孩子有没有做错的地方。
而现在的父母对待孩子的打架会说：谁欺负你了？走，找老师去。
吃亏了的，家长总要要求对方拿点经济赔偿，而忘记了要从正面
引导孩子是否哪里做错了，以后吸取教训。老师们经常抱怨，现
在的孩子难管，家长也有同样的困扰，他们也总是说：老师你一
定帮我们管着孩子。在家里我们管不了，他（她）就听老师的。
真是这样吗？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都知道，越是这样说

的家长，我们越是要小心的。 
“人之初，性本善”，难道真的是现在的孩子变了吗？我又

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儿子只有四五岁，有一次我做鸡
脖给他吃。他没吃够，看到盘中只剩下几块鸡脖，他说：“妈妈，
我没吃够，剩下几块都给我行吗？”我说：“不行。你想吃，妈
妈下次还给你做。不能从小就自私，好的东西大家都要分享，不
能因为你小，什么都要给你。”他不情愿地说：“好吧”。自此以
后，他从来再没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子可以自己外出了，每当看到好吃的，他总会多买几份带回来，
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就是简单的一件小事，也许儿子早就不记
得了，但“分享”的种子早就在他小小的内心中生根发芽了。 

既然责任不在孩子，那么传统美德的丢失，是不是跟我们的
父母的教育有关呢？现在的孩子，由于是独生子女多，家里的好
吃好穿都由着他们，我们这些七零后、八零后的父母从小听孔融
让梨的故事，也接受了“最好的东西要先给长辈”的教育，但对
自己的子女却忘了应有的教育。另一方面，现在的家长多只重视
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行为习惯缺乏引导，加上工作忙，隔辈亲，
爷爷奶奶总是护着孩子，父母偶尔开口教育，也总会招来长辈的
不满。难道我们就任由孩子这样自私下去？任由谦让的美德在我
们的子女一辈中消失？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们改变
不了时代，但至少可以从自身做起。 

回到家以后，我和儿子谈了很多，从传统美德小故事，再到
自己小时候，也讨论了不少身边的例子。儿子似懂非懂，但却饶
有兴致。他也表示，自己做得不对，再也不会这样了。 

多年的课改，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改革，但中华传统美德却渐
渐在流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是专家，也说不出个所以
然。但我只想说，也许社会现实我们改变不了，但是至少我们可
以从自身做起，从我们的子女做起，从我们的学生做起，重拾中
华美德，让文明之花盛开，绝不能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
一代人身上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