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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说的道理他都懂，
却不做

      郝景芳

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

种情况：苦口婆心地规劝一个

人，说的道理简直不能再正确

了，但他就是不做。在面对孩

子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多。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继续

讲道理碎碎念，还是直接来硬

的逼迫就范？

其实，这两种方式都忽略

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他为什么

不肯听正确的道理？

 

问题的本质

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

与人交往的最根本性的问题，

那就是：你把对方置于什么样

的位置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

样的细节：

有时候你想要提醒小朋友

一件事，例如应该把手里的东西

放在这边，结果小朋友不仅没有

听，反而“啊——”一声爆发

了强烈的情绪，把手里的东西

扔下，不肯合作。而你仔细分

辨他的情绪，会发现他不是对

抗，更多是委屈，他会大声说“我

本来就是这么想的”，或者“我

是没来得及——”大人往往不

理解孩子的委屈，而是说：“我

不就是提醒你吗？”“脾气这

么大跟谁学的。”结果孩子更

哭闹了。

在这样的场景中，驱动孩

子的内在情绪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场景中，孩

子的心理语言是：“我本来就能

做好的，不用你说我也能做好。”

他的内在情绪是：你说这些提醒

的话，就好像我自己做不好似

的，你不相信我。而他之所以不

合作，是因为他的潜意识觉得，

如果听话了，就是承认了自己

做不好。

这里面涉及到他的自我感

知：如果是自己本来就想做的，

那么是对自我的自豪感；如果是

自己没想到，而要父母提醒的，

那则是对自我的羞愧感。

这个细节有什么重要的

呢？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很多时

候都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说话的

时候，是把对方置于好角色上，

还是坏角色上。

 

什么叫好角色，坏角色呢？

我再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家里的家务事很多，小孩子非常

累人，老人也不给力，还总是有

令人烦心的闲言碎语，更不用

说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的困扰。

这个时候，年轻妈妈很需要年

轻爸爸的支持，对自己的孤立

无援感觉异常委屈。

那么年轻妈妈该如何跟爸

爸说呢？她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说年轻爸爸“哪里不好”，

指责年轻爸爸，他有多么不负

责任，自己这么艰难，他不仅

什么都不管，对自己也没有表

现出关怀。另一种表达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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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年轻爸爸自己“可不可以帮

助自己”，讲出自己的困难，

问他能不能帮自己缓解困扰。

这两种表达方式叙述的事

情一样，期望达到的结果一样，

但表达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重要的不一样是：指责的表

达方式，让对方成为“坏角色”，

说的是对方哪里不好，如何没

达到要求；需求的表达方式，

让对方成为“好角色”，成为

能帮助自己的英雄。

让对方成为“坏角色”，

潜意识是唤醒对方的内疚感，

想提醒对方他有多么不理解自

己。这种表达方式是我们经常

不自觉采用的方式，很多时候，

唤醒他人的内疚感，是让我们

感觉到痛快的方法。

但问题在于，没有人愿意

感觉自己是“坏角色”，一旦意

识到自己被他人指责，一个人的

下意识反应是“防御”，否认

这种指责，要么是冷冷不予回

应，避开指责，要么是情绪爆发，

把小事变成争吵。

而让对方成为“好角色”，

是想唤醒对方的“自我感觉良

好”。让对方看到，他做的事

情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到自己。

这是不把自己的困扰归咎于对

方，而直接对未来提出期望。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不

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

怎么会改好呢”？但事实恰好

相反，不让对方承认错误，往

往才能让对方做得更好。

 由此，我们会明白，为什

么很多时候我们讲的道理都对，

但对方不听呢？原因其实就在

我们把对方置于哪个角色上。

如果我们讲的道理是“你

如何如何不对，按照我说的道理

才对”，其实是把对方置于了“坏

角色”之上。这里的坏不是指邪

恶，而是一切负面归责，例如傻、

看问题不清楚、性格不好、短

视、不听话、脾气不好，等等

等等。与此同时，隐含之意是

将自己置于“好角色”之上，“你

看我说得多对，我看得多明智，

我是伟人”。只要是声称“对方

错了，自己才对”的讲道理方式，

就是将对方置于“坏角色”之上，

自己置于“好角色”之上。

这种情况下，道理有可能

全对，对方也点头承认，但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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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定是非常闷气的。你讲的道

理越“对”，就证明对方越“错”，

他心里的自我感觉就越糟糕，

而越不愿意接受你讲的道理。

很多时候，我们跟一个处处都

有理的人在一起相处难过，就

是因为如此。

当小孩拒绝父母的要求时，

也许拒绝的并不是要求本身，而

是父母对自己的指责。“我不是

这样的。我本来也可以是对的。”

这也许是他大哭的背后原因。

 

背后的原因

如果明白了心理机制，那

么如何说话的策略也就很清晰

了：尽量以让人“自我感觉良好”

的方式提出建议，他人也就愿意

接受你的建议，这样互惠共赢，

皆大欢喜。

但生活中，这一点却是相

当难以做到的，为什么？

第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执

着于“应该”。

这种情形对应于心中抱着

固定“理想型”的人。这样的人

对于人和关系“应该如此”有强

烈的预期假定。一个男人就应该

“沉稳坚毅、大气开朗、勤劳顾

家、温柔呵护”，做到这些都是

“应该的”，做不到就是“毛病”。

类似的，一个家庭就应该“红红

火火、热热闹闹、温情热络”，

做到了是“应该的”，做不到就

是“毛病”。一个小孩就应该“干

净整洁、落落大方、勤奋上进、

知书达理”，做到了是“应该的”，

做不到就是“毛病”。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与

人对话的时候，都隐含着对对

方的评价：正分，零分，负分。

而我们表达出来的对他人的评

分，是正分还是负分，取决于

我们的零分线设在哪里。

零分线就是我们心中的“应

该线”。当我们心中的“应该线”

画在一个封死的位置上，那么

任何现实中达不到这条线的都

是负分。

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人

口头上“不要指责别人，要鼓励

赞赏别人”是做不到的，因为

在心里就已经给对方打了负分，

即使口头上不指责，也能让对

方感觉出心里的负分，最后交

流的效果还是一样的。

与“应该线”高的人相处，

做好了得零分，因为都是“应

该的”；稍微做不好就是负分，

还处处言之有物，因为都是“不

应该的”。

真正让生活轻松的方法，

是在心里画一条零分的零分线，

也就是对他人没有预期，这样

有一点点好的地方都是正分。

例如认为“人与人相互不问候”

是正常的，这样，如果有个朋

友给自己送份祝福，立刻觉得

惊喜备至，而不会因为“朋友

怎么都想不起来给我电话”而

气恼。例如认为“人下班回家

懒得做家务”是正常的，这样，

看到家里另一半下班还忙碌收

拾，立刻会觉得“对方好好啊，

我好幸运”，对方某天懒得做

也会觉得理解。例如认为“小

孩子贪玩懒惰”是正常的，这

样，如果小孩能自觉勤奋一次，

立刻会由衷赞叹“哇，你好棒”，

即使有时懒惰也能理解。

如何让生活看起来处处美

丽？相信不美丽是“正常态”

就可以了。

这一种心态上的打分，其

实是不容易更改的，它涉及到

一个人根深蒂固的对世界的看

法。很多时候，让一个人放弃

掉她心里的“应该”，对她是

十分痛苦的事，因为这些“应该”

就是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念。所

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处

处苛责，看什么都不满意，总

是严厉，会劝她“降低点要求

吧”，但实际上她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意味着放弃她对这个世

界的想象。这其实不是高标准

严要求，而是对世界的多样性

缺少包容。

语言方式并不是我们随意

选择的，它反映出我们内在的

世界观念。

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执

着于“我好”。

前面说到，当我们想要规

劝一个人，太彰显自己有道理、

对方不对，有可能让对方产生情

绪抵触，反而起不到规劝效果。

那么推论也很简单，不要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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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自己，多理解鼓励对方不

就能达到效果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

规劝他人的人，并不是想达到

规劝的效果，而恰恰想达到的

是彰显自己的效果。

只要想一句话，就能明白

这里面的差异在哪里。“你看，

我早说了吧。”这就是一句想

要彰显自己的话。

举一个例子。当两个人意

见有分歧，对方没有采纳自己的

意见建议，结果遭遇到了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期望对方能

够采纳好的建议，得到好的结

果，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刻意

忘记两个人曾经的分歧，也不

让对方显得丢脸，而尽可能鼓

励他再去尝试。在正常情况下，

遭遇过一次失败的人自然会去

采取不同的策略。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的局面不是这样。提建议的人

在看到对方遭遇失败之后的第

一反应就是“你看，我早说了

吧”，然后开始回顾自己是如

何做出正确判断，早就预见到

今天，然后想要让对方承认自

己多么正确，不听劝是多么不

明智。在这种时候，就进入了

前面说的将对方置于“坏角色”，

将自己置于“好角色”的情境中。

这种情况下，规劝者甚至

对对方的失败喜闻乐见。因为只

有对方失败才能证明自己明智，

而证明自己明智的欲望远大于

关怀对方如何成功。

当小孩子没有听父母劝，

非要拿着一个重的东西走，结果

摔倒了，父母最好的应对方法是

什么呢？是赶紧拥抱一下，说：

“没关系没关系，摔疼了吗？”

而当小孩子把东西放下，爬起来

再走，只为他喝彩“你好坚强”，

绝口不提“看，我当初说什么

来着”。

老子讲“大音希声，大道

无形”，就是指不彰显自己，

才能很多时候化育万物。

 

事物的相通

很多情况下，与人相处的

本质是相通的。让对方处在“好

角色”的位置上，就是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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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关键一步。

让对方处在“好角色”的

位置上，让他的自我获得鼓励，

让他觉得自己是人生的英雄，才

会产生对未来不间断的内驱力。

心理学研究发现，稳定的高自

尊者会把好结果归因于自我，

把坏结果归因于偶然，这样能

在顺境中更容易持续，逆境中

更容易走出。

带团队的本质，是给团队

成员机会，让他们把英雄才干

表现出来，让每个人都觉得“我

做得真好”。领导力的本质不

外乎就是一句话，“功劳是大

家的，有问题我担着”。小时

候不懂这个道理，看历史的时

候最纳闷的就是像刘邦这样的

人怎么能够成功，遇事总是“为

之奈何”，那些勇猛大将像韩

信怎么不取而代之。现在发现

这里面还是有道理的，他能让

身边的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发挥出 120% 的功力，这是有

艺术所在的。

带小孩的本质，也就是让

小孩子认为自己很好，并且能做

得更好。所有的哭闹不乖懒散都

是正常，偶尔迸发出的礼貌勤

勉是“哇真好”，小孩子会感觉：

“我这么好吗？我真的这么好？

那我还可以更好！”而这种自

我感觉会让他自己想要做好。

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争功的，

越不去争夺“你看我对你教育

得多好”的功劳，孩子成长的

内驱力越强。

其实就是简单的交流方式，

把对方长期置于“零分 - 负分”

的震荡区间，还是“零分 - 正分”

的震荡区间，会决定了对方长

期的自我感知，进而影响他的

行为。

很多时候，让我们成长的

那么一点点动力，就是心底的

一丝“我是这么好的吗”？

 

具体在生活中，有什么事例呢？

就以二宝的关系为例。

很多人会忧愁二宝出生之

后，大宝的心理反应。有不少

大宝在二宝出生之后，出现行

为倒退，变得更不自立、更粘人、

更爱发脾气、情绪波动，对二

宝占据了父母的爱感到气愤。

父母对这种情况很忧愁，对大

宝严厉也不是，满足也不是。

那该如何是好呢？

以我自己的情况看，交流

沟通的方式还是有用的。当然我

只是个案，不能代表所有家庭。

首先是对孩子的心理预期。

这里的心理零点可以设为“兄

弟姐妹关系不和”。因为从进

化心理学家的研究看，兄弟姐

妹之间构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因此人类与生俱来有一种兄弟

姐妹之间的竞争心理。在斯蒂

芬·平克的书中写过，从统计学

上也会发现兄弟姐妹的恶性事

件比陌生人更高。在这种情况

下，任何嫉妒、漠然都是正常的，

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把心理零点设低之后，对

于大宝可能出现的倒退与不睦，

也就早做好了心理准备。不给

大宝设定太多“应该”，不说“你

作为大姐姐，应该爱弟弟”，

而是不做任何提前预设，允许

其自然生长。提出太多“应该”，

反而会给大宝制造心理抵触。

心理零点设定之后，任

何高于零点的举动就可以由衷

欢呼：“哇，姐姐来跟弟弟玩

啦！”“ 哇， 姐 姐 喜 欢 弟 弟

呢！”“哇，你们俩玩得真好！”

这时候姐姐对于自己是个好姐

姐，有了一种莫名的心满意足。

而与此同时，让大宝感

觉自己在二宝心中也是“好角

色”。把二宝的积极反应提示

出来，“哇，你看弟弟好喜欢

你呀！”“以后弟弟肯定很崇

拜你。”“你可以教弟弟看画片，

他都不会。”这样姐姐觉得自

己被人喜欢和尊敬，也会开心。

在父母和二宝眼中都成为

了“好角色”，不知不觉也就成

了好哥哥姐姐。我家姐姐很喜

欢弟弟，有时候早上起床，要

先跑到弟弟床上陪弟弟说说话，

亲亲弟弟，才吃早饭。

有时候，让我们不敢接受

的是所谓的负面情境。为了避免

负面情境，用尽一切严厉措施，

但实际上，坦然接受负面情境

的正常性，反而能看到生活里

处处是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