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到底能不能打？ 

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问题 

如今孩子接触信息的渠道多样，各种繁杂的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有些才上

小学的孩子就已经会教训父母：“大人是不能打小孩的！如果在外国，我可以打

电话报警，把你们都抓进去！” 

从世界范围看，小朋友说得还真没错。一些国家已经从法律上明文禁止了任

何地点任何形式对孩子的体罚。法国和日本也在前两年通过了被民众戏称为“禁

止打屁股法”的法令。但德国和美国的法律对孩子就不那么友好了，只要不涉及

严重的肢体暴力，父母一般不会因为体罚孩子面临刑事后果。不过，总的来说，

现代社会越来越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倡的教养方式也比几十年前要文

明得多。大家普遍认可儿童青少年需要约束与管教，但体罚和肢体暴力不是有效

的管教手段，而且很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伤害。这不，“世界不打孩子日”

就因此应运而生了。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很委屈，明明自己小时候在家没少吃过父母的“竹笋炒

肉”，有些调皮鬼甚至在学校里还要接着吃老师的“头塌”和“麻栗子”。如今

也没见留下什么心理创伤或阴影，一个个照样成才成家。怎么到了自己当父母时，

孩子却打不得骂不得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孩子闯祸胡闹有时确实过分，大人

难道要放任不管，不早点给他整几下立立规矩，难道要眼睁睁地等到他“上房揭

瓦”吗？ 

我们不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育儿难题：孩子到底能不能打？ 

惩罚有道 

  很多家长惩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孩子对自己不良行为的反思，希望透过

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学习用更正确的、或更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可谓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各种法律规范和人际交往

的规则与礼仪。如果从小缺乏规则观念，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也不应该被

惩罚，那在适应学校生活和走向社会时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使是未成年人，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危害到他人或影响公共利益，一定会遭到相应的惩罚。例如美

国校园中往往会配备持枪的校园警察，不仅保护校园安全，也会对校园霸凌和暴

力威胁等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有些过度溺爱的家长不仅不能帮助孩子建立必要的、



恰当的规则观念，甚至还不断纵容不良行为的发展，干涉学校老师等来自外界的

教导，直到问题变得无法挽回才追悔莫及，这样的悲剧我们也见得不少。所谓，

家长不教育，社会自会教育。 

因此，树立规则和对规则的解释是采用惩戒措施的前提条件。事前事后缺乏

教导的过程，只是单纯打孩子是达不到教育效果的。这种打孩子能起到的唯一作

用是在当下制止他们的不当行为，孩子可能因为恐惧而呈现短期的“听话”，但

从长期来看体罚手段并不能达到家长想要的行为管理目标，而且还会对亲子关系、

孩子的人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那些自己有过挨打经历的父母，有多少会是心服

口服觉得自己“该打”呢？。多年后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记恨也多少有些埋怨

和委屈呢？而且研究发现，经常遭受严厉体罚和成年后的情绪障碍、物质依赖，

以及人格障碍等一系列严重心理问题显著相关。这样看来，单纯打孩子不仅不能

实现家长行为管理的目标，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 

另外，在家庭教育中孩子和大人都应该讲规矩，不能“双标”。家长必须认

识到单靠拳打脚踢是不可能在孩子面前树立起威望的，言传身教才更有力量。那

种以发泄自身负面情绪为目的的打骂更不是教育手段而是一种家庭暴力。有些家

长从小打到大，直到自己老了孩子大了，打不动打不过了才知道停手。既没能赢

得孩子的尊重，也换不来想要的“听话”。 

一些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有 60%以上的父母都对子女使用过体罚手段。一般

来说父母打了孩子以后都会感到后悔，但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能真诚道歉和认

真反思的就很少。事实上，大人对孩子主动表达歉意，学习调整自己的情绪，对

造成的伤害做出补偿，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身体力行的示范才能真正

帮助孩子成长。 

关系是基础 

最重要的，也最老调重弹的是：亲子关系的质量才是决定管教是否有效的基

础。它决定了孩子如何看待父母，如何理解家长对他的惩戒手段；也决定了子女

是否能接受家长制定的规则和对规则的解释。孩子大多能感受到父母的行为究竟

是出于对自己的关爱，是在将自己导向一个他们经过深刻思考的确定目标，还是

自己只是一个出气筒，是某种自私或推卸责任的表现。以快乐为名的完全放任，

缺乏规则教育，无益于建立起相互信任紧密的亲子关系，对孩子未来的成就与幸



福感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但单纯的发泄式的体罚同样如此。前些年出现了例如

“狼爸”、“虎妈”这样宣扬自己极端严苛教育方式的父母。他们所说的那种教

养方式和教育理念从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有悖人性的。新闻只报道

了世俗成功定义的孩子考上北大、哈佛的学业成就等光鲜的一面，而自动忽略了

家长体罚、压迫、不近人情的要求对孩子心身健康的长期影响。他们特殊的家庭

因素和对孩子付出的大量金钱和精力。他们和孩子间虽然存在强烈的冲突，亲子

关系实际上却非常稳固。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他们那种近乎偏执的管教方

式才得以顺利运转。 

 父母不能因为看到有很多家长都采用过体罚的手段，而将自己的暴力行为

合理化。当然也没有必要就因为曾动手打过孩子将那个人妖魔化。家长在考虑是

不是能打孩子时，实际上是讨论管教与爱护的相互关系。在履行教育责任时如果

都确实做到惩戒方法具有合理性和相适性，以帮助孩子纠正不良行为为目的。 

在保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沟通促进了解，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来

因材施教，孩子就能拥有一个积极的、健康的成长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