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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孩子的看法、评价常常带有一

些认知偏差，这是家庭教育中一个非常突

出的问题，应引起重视。认知偏差的来龙

去脉值得深思和探究。

一、什么是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是人们在知觉自身、他人或

外部环境时，由于自身或情境因素而使得

知觉结果出现失真、不合逻辑或缺乏理性

的现象。

生活中的人们都有各自的偏好及相

应的行为方式，其认知过程并非总是理性

的，很难对各方面信息完成客观、公正的

有效处理。

认知偏差人人都有，只不过在程度上

会有所差别。

偏差的有无或大小须经由某些标准

才能衡量出来。就学生的百分制考试来

说，成绩 90 分及以上，或者成绩排在前

10%是优秀生的一般标准。这类数量化标

准既清晰又明确，多数家长以此来衡量孩

子的学习成绩或位次。

这种被多数人认可、遵循的标准也被

用来衡量准确度，偏离这个标准就是不准

确或不合理的，也就是有偏差。但在具体的

教育情境中，家长们各有各的衡量标准。

比如，张军和李浩是同班同学，在同

一次考试中两人并列第一，都得了 90分。

张军受到家长的表扬：“考得很不错，继续

努力！”李浩在家却被家长批评：“怎么没

考满分？”同样的成绩得到不同的评价和

对待。李浩的家长只把考满分看成优秀，

这显得很另类或偏激，尽管他自认为是合

理的，但实际上不合理。多数家长会感觉

这样要求孩子有点过了，“过了”就是偏差。

一般来说，越另类，偏差就会越大。

尽管有些认知偏差在有些时候可以

家庭教育中，家长的认知偏差并非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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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长的认知偏差在家庭教育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认知偏差的来龙去脉值得深思。家长

应该对认知偏差有一个整体的理解：（1）要明确认知偏差的含义及特点。（2）要多角度地对认知偏差

予以原因剖析，比如从错误观念、不当期望、不良比较、常识误用等方面分析。（3）总结如何减小认知

偏差的措施，例如，预设发展性的期望、掌握孩子更多信息、不随便给孩子施压、借助偏差引发孩子的

积极动力等，以尽量使认知偏差的消极作用最小化，提升家庭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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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主体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小于无偏差行为所付出

的代价”[1]，但是毫无疑问，认知偏差在更多情况

下容易“在加工信息资料时制造有系统的错误”[2]，

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二、认知偏差有哪些特点

偏差常常自动产生。我们对众多信息往往无法

同时把握，只能有选择地留意那些自以为重要的、

需要的、感兴趣的、特别熟悉的信息，同时又“会

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尽管有时那些他

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3]，不重要的会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大脑通常以这种方式自动选择和处理信息，而

且非常之快，我们自己也无法觉察它是如何进行

的。由此，重要信息被片面夸大，不重要的信息则

被忽略，这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的。

李浩的家长一看到孩子“没考满分”，马上就

有了“不应该”的感受，他的气恼情绪和批评意识

也自动萌生。虽然这种推理是缺乏理性的，但那个

时候他不会自省其间的逻辑问题。

偏差有一定模糊性。很多时候，尽管我们发觉

自己的想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隐隐约约感觉出了

问题，有了偏差，但问题在哪儿，却不一定说得清

楚。如果没有实际的参照标准，也就不会有清晰的

差别感。

我们常常拿“多数人都这样”来迷惑自己，但

是多少人算大多数？无法确指。实际上，每个人都

有自己所感知的、模糊的“大多数”。就拿李浩的

家长来说，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考第一，当得知还

有一位学生也是第一，也考了90分的时候，他就想

当然地认为考 90分的人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就

是他自感的“大多数”，实际上考 90分的只有两个

人而已，但这“两个”在他眼里也是“很多”。

偏差不容易受重视。从严格意义上说，偏差本

身就是错误。但在我们通常的意识里，“偏差”只

是偏了那么一点点而已，离“错误”还有些距离，

起码看上去没有“错误”那么严重，因而偏差常常

引不起足够的注意。相比之下，错误更明显，也易

发觉，好防备。很多学生做题碰到“会做却做不

对”的情况，对此，他们大都不以为然，觉得下一

次认真点就不会再出错了，一些家长也认为孩子纠

正这类问题是件简单的事情。其实，与做题出错相

比，轻视错误才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忽视问题

的严重性，这也是一种偏差。

偏差常引发恶性循环。家长的认知偏差会引起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如同说了一个谎，就得用另

一个谎来圆前面的谎一样，一个偏差发生之后，其

他的偏差便接踵而至，而且越往后偏差也越大。

比如，一位家长对孩子的成绩很不满意，他基

于“这次不该不考满分”的想法（第一个偏差），便

认定孩子“学习不努力”（第二个偏差），但孩子辩

解说已经很努力了，家长接着就又扔出一个奇怪的

判断：“只要努力了，就该考满分的”（第三个偏差）。

对前两个偏差，孩子听了之后或许会产生一点触动

或内疚，但第三个偏差就只能让孩子又气又急，使

孩子陷入一种既无奈又无助的境地。因为他确实没

考满分，他也知道不努力也的确是没考满分的一个

原因，所以他无力争辩。

这类把孩子逼入死胡同的做法，会让孩子走

上跟家长对抗的道路，他们会认为家长是故意找茬

儿：“对我没有满意的时候”。家长本来是想跟孩子

探讨学习问题，但此时演变为互相攻击了。

三、为什么会有认知偏差

（一）偏差是错误观念的自然流露

什么样的是好学生？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说

辞。有些家长只关注考试成绩的名次，认为孩子必

须拿第一，不管考多少分数，是第一就行；有些家

长更注重孩子是否一直优秀，孩子原来就很优秀，

以后必须保持住，或者变得更优秀；有些家长特别

在乎孩子的考试分数，认为孩子学习好坏的关键在

于分数，分数高就可以，是不是第一无所谓。

偏差的背后都有相应的观念支撑着，对“好学

生”的认知不准确，不合理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反映

在言行之中。怎样理解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是个非常

关键的问题，错误的认知和观念不改变，偏差不在

这儿涌，就在那儿冒。

（二）偏差是不当期望的背后怂恿

当孩子还是幼儿的时候，他可能会把幼儿园里

的玩具说成是爸爸给他买的，对此，我们说这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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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想象当成了现实。同样道理，当一个家长对孩

子说“你必须考第一”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这

个家长把期望当成真实？考第一是可能的，但并不

是必然的，更不是必须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家长们的普遍心态，

对孩子寄予厚望并没有错，但必须允许孩子循序渐

进，不能急于求成。

有很多家长并不考虑孩子的现实因素，只是奔

着理想状态对孩子提要求，甚至预设一些没有根基

的期望，恨不得让自家孩子始终鹤立鸡群才好。这

样教育孩子，期望越高，偏差可能会越大，奢望产

生的偏差最大。

（三）偏差是不良比较的必然结果

带着情绪进行比较，容易产生偏差。我们可以

仔细体会一下，李浩的家长对孩子的批评里暗含着

褒奖的意味，意思就是“跟你并列的那个同学，他

平时学习不如你，你应该考得比他高才对”，只不

过，批评意味更浓，褒义被批评掩盖了。但孩子不

能领会这种“高看你一眼”的明贬暗褒，他感受到

的只是家长的不满、失望。

“情绪相比于思维是更即时的东西”[4]，情绪

产生的作用更直接，它比理解真实含义来得更快。

一看到家长的不满，孩子马上就有了委屈和反感：

同样情况，人家被表扬，我却被批评。孩子在比较

中更感觉“太倒霉了”。于是，家长和孩子都在不

满、埋怨、委屈、气恼的情绪里各自“加工”各自

的偏差。

带有自我服务意图的比较，也容易产生偏差。

如果人们彼此之间的想法、做法有能让人真切地感

受到或看得到的明显的不同，就不会产生偏差，例

如，谁也不会把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混为一谈。但

是，在差别不那么明显或者有合理借口的时候，人

们往往为了自我保护，会故意淡化那些现实存在

的、能感受到的差别。

例如，假设第 1 名 100 分，第 21 名 91 分。第

21名的家长对孩子说“你这次不是优秀生了。”的

确，班里有 20多人在 90分以上，这种情况下的 91

分并不是个骄人的成绩。但孩子争辩说：“90分就

是优秀，我咋不是优秀生呢？我是 21 个优秀生之

一。”家长与孩子之所以看法不同，就是因为他们

都有自我服务的打算。孩子为了说明自己的优秀而

突出名次，“我是第一啊”；家长为了表明孩子的退

步而强调成绩，“才90分嘛”。

（四）偏差是狭隘常识的简单延伸

人的大脑通常采用简单程序来应对复杂环境，

很多人想问题、做事情图省事，倾向于在掌握很少

信息的情况下，仅凭直觉或一时的情绪就下判断，

做结论。可以想象，李浩的家长一听到孩子“只考

了90分，没考满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会有心情

去分析孩子为什么没考满分吗？这时候，他满眼里

全是“没考满分”这个结果。在所谓的“事实”已

经摆在眼前的时候，他要做的只是教训。

这类只负责评判的家长往往依据一些所谓的

常识进行推导，比如，“90分不是满分”，“没考满

分就是有不会做的”，“有不会做的就是没学好”，“没

学好就是没努力”，家长最后的结论就是“没考满

分就是没努力”。如果孩子争辩说“我努力了！”家

长就来个反向论证，“努力了，就该考满分的”。

家长的这些话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听起

来没什么不对。但正是这类狭隘常识非常霸道地坐

实了孩子“就是没努力”，很多时候，孩子因此而

被冤枉。

这里有个不被留意的问题：“常识并不是总能

站得住脚”[5]，努力了就一定考满分？细致推敲，

便知其端倪。但这类偏颇的常识能烘托出无可辩驳

的氛围，不但固定了家长的思维，而且也不打算让

孩子反驳，这就使那些偏颇的理解在不讲道理的情

势下得以延续下去。孩子在这种气氛中很抓狂，却

又无言以对，最后也就选择不予应对。

四、如何使认知偏差的消极作用最小化  

尽力防范和避免家庭教育中的认知偏差是家

长应该有的意识，为了促进孩子的成长，家长的理

性是非常重要的。

（一）预设对孩子具有发展性的期望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及其问题。孩子都有其

内在的生命潜力，其成长是一个连续的、曲折的、

不断前进的过程。谁都不可能永远优秀，谁也不可

能一直落后。逼迫孩子不应该成为家长的特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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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好的教育效果。

对孩子设置恰当的期望。遵循维果茨基的最近

发展区理论，在孩子已经达到和可能达到的两种能

力水平之间设置“跳一跳够得着”的期望。这个道

理很容易明白，但期望是否恰当，并不好把握。这

需要家长在了解孩子真实能力的基础上，来预判经

过努力他可以达到哪类目标。

孩子能力提高了，再随着提升下一步更高点的

目标。小目标，易达成，孩子不断有进步，常常有

惊喜，收获愉快的同时也增强自信。

（二）尽量多地掌握孩子的关信息

为人父母都不容易，孩子的一切都时时刻刻揪

着父母的心，这是家长都会有的感触。但不管再难

再苦，既然为父为母，就得细心加小心，而且仅有

愿望是不够的，脚踏实地是必须的。

了解孩子是教育孩子的前提，掌握孩子的信息

越多，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孩子。家长必须克服懒

惰思想，尽量减少省事意识。以研究的心态观察和

分析孩子的言行举止，多跟孩子的老师、同学进行

沟通交流，这也是家长的必修课。

对于孩子来说，成长过程中的信息比结果信息

更重要。例如，等到孩子考了个不及格的分数，此

时再教训他为什么没考及格，为时已晚。掌握学习

过程中的信息，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

有了好的学习过程，获得好的学习结果就成为自然

而然。

也许是因为家长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

注孩子的行为过程，所以大多数家长才只寄希望于

把握孩子学习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只关

注学习结果的最大问题是错过了引领孩子的机会。

生活是复杂的，谁都不轻松，生活本身就是要

处理遇到的各种矛盾，这对哪个家长都是一样的。为

人父母，总得尽力而为才行，用心和不用心所带来的

情绪体验不同，达成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从这方面

来说，家长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累并快乐着”。

（三）不要理直气壮地给孩子施压

家长们都明白，要求孩子每次都考第一并不现

实。但是，如果问一些家长：“为什么要求孩子只

能考第一”，他们可能会反问：“我不可以希望他考

第一吗？难道要求他考第一，不是促使他进步吗？”

不错，家长可以表达“希望”、提出“要求”，但

“只能考第一”是表达“希望”吗？这应该是奢望。

如果不能抑制“让孩子好了还想更好”的奢望，就

容易逼着孩子进步，孩子会因为达不到要求而失

望，甚至绝望。

教育孩子是家长的责任和权利，但家长不能假

借奢望而使自己作为家长的权力无限膨胀。家长们

应该明白，孩子在放松之中比在压力之下更容易有

好的成绩和表现，在愉快中进步更值得追求。

（四）借助偏差引发孩子的积极动力

发觉有偏差是相对容易的，但真正承认并纠

正自己的偏差，则更有难度。我们可以借助偏差引

发孩子的积极性。例如，有位家长面对孩子的错

误时，他并没有给予严厉地批评，反而表现出“窃

喜”神态，他对孩子说：“好！你进步的机会来了”，

然后跟孩子一起探讨问题的原因所在。家长的这句

话看似简单，但传达了如何面对错误的信息。

经历错误是一种考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成

功了一半，进步是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达成的。如

果把问题置于错误队列里，一本正经地揪住错误不

放，就只会使孩子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这位家长的和缓语气、“窃喜”心态，不但降

低了孩子面对错误的恐惧和厌恶，而且能引导孩子

把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进步联系起来，让孩子触摸

到希望，从而更容易使孩子产生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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