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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二胎子女的政策放开,校园里出现了多重形式的家庭结构,独生子和二胎比例在发生

很大的变化,家庭教育中出来的溺爱和争宠越来越明显,学生说谎行为的表现也越发突出,这种问题不但给学校教育带来的阻

碍,也给家庭教育带去了麻烦,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本文通过对本校小学生说谎行为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小学生说谎行为

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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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介绍 

某小学生,每逢期末考试快要来临时,就谎称自己有病,

头疼得厉害。父母带他去看病,医生给他做了许多检查也没

查出有什么异常。后来父母又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

了解到,孩子的父母很疼爱孩子,可在学习方面对孩子的要

求也很严,孩子一旦考不好,父母就会把他大骂一顿,甚至痛

打一顿。这个小学生后来向心理医生承认,之所以说自己有

病,是想逃避期末考试。 

早晨的教室中,大多数学生在有条不紊的读书,然而却

有几个学生低头站立,细问原因,原来是英语作业没有交。向

学生咨询没交的原因,学生一致回答：“忘记带了。”遇到这

样的情况,我选择让孩子给家长打电话,麻烦家长帮忙把学

生的作业送到学校。这几个孩子中,除了王**,其他的孩子的

家长都答应在一定的时间送到。王**的家长,如是说：“我太

忙了,没时间送,而且我们家孩子的作业都是在辅导班做

的。”“我打电话也就是确认一下你家孩子是不是真的没带作

业,而不是没写,能不能麻烦你给他辅导班的老师打个电话,

让他下午来接他放学的时候,正好帮他把作业带过来。”我语

气商量道。“老师,不好意思,我没有辅导班老师的电话,而且

你放心,我们家孩子不会不写作业的。”第二天、该生把英语

作业带到学校,该写的内容及老师要求的家长签字都有,我

想既然家长签字都存在,应该真的是忘记带了,这件事也就

过去了。 

还有在一项由班主任填写的儿童行为问卷中发现,小学

生中有说谎行为者随着年级的上升,人数亦逐渐增多。这就

是说,说谎行为与年龄成正比。据不完全统计,有说谎行为者

一年级占 1-2%；二年级占 3-5%；三年级约 8%；四年级约 9%；

五年级和六年级约各占 10%。 

我们可以发现,学生撒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不是偶

尔一次,凡是遇到不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他都会下意识的通

过撒谎替自己辩解。17 世纪英国教育家、哲学家洛克说过：

“说谎这一现象在形形色色的人中间都普遍存在。”在上述

案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都是在平时学习生活中遇到的

一些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很平常很小的事情,却折射出说谎

这一不良现象在我国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 

2 成因分析 

说谎(lying)是指儿童有意或无意讲假话。年幼儿童由

于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均未发育完善,分不清自我与环境以

及事物的真伪,常由幼稚无知而说谎；稍大的儿童十分富于

幻想,常将幻想与现实掺和在一起,为了满足自己幻想中的

某些欲望而说谎；有时成人会出于各种样的考虑而说谎,当

孩子了解到大人说谎时,往往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模

仿；有些儿童由于环境及教养因素使之可从说谎中得到益处,

常采用说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愿望；孩子做了错事为了避

免受到惩罚,不得已而撒谎；也有的儿童是为了逃避自己不

愿意干的事情而说谎；说谎有时被孩子们当做一种引起别人

注意的手段；初中阶段的学生为了对抗父母的监视和干涉,

保持自己的内心世界,常发生这类说谎与欺骗行为；有的学

生觉得考试不及格或成绩低很难为情,怕同学讥笑,所以常

常在考试时作弊,即通过欺骗的手段取得好成绩；有的学生

为了逃避做家务,欺骗有功课要做或者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

做等。当说谎成为一种待人接物的行为模式,这种说谎就是

一种越轨行为——欺骗。 

一般来说,小学生具有一定的判别是非能力和自我评价

能力,他们对于自己因不能控制自己而犯下的过错是有所察

觉的,但是为了逃避可能受到的批评和惩罚,小学生则会想

办法来掩饰事实真相,特别是在初次尝到“说谎”的甜头后,

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和纠正,久而

久之,就会变成令人生厌的“说谎精”。正如场景一中描述的

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一次没能抓住他说谎的把柄,让他尝

到说谎的甜头,才使其养成了说谎的习惯。 

诚实的品质往往不是靠言传口授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是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出来的。特别是成年人,

尤其是父母和老师在小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而充实的,

其不诚实的撒谎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是巨大的。正如上

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孩子的母亲应该是知道自己的孩

子撒谎了,知道了他作业确实是没有做而不是没有带,而她

却选择帮自己的孩子圆谎。也许,在她看来,这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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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她孩子的爱,可是她却不知道这会对她孩子的心理造成

多大的不良影响。孩子会觉得撒谎并不是什么大事,我的家

长都经常这样做,在他小小的心中就种下了撒谎的种子。如

果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和纠正,当这颗种子越长越大,成为一

棵参天大树,要想在将其连根拔起,纠正孩子撒谎的不良行

为,就很困难了。因为父母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作用,

以自己良好的行为在平时的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

心理,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那么孩子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行为呢？几乎是所有的孩

子都认为说谎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是不好的行为。这点在

有无说谎的孩子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何以见得？在先前提到

的那次儿童行为调查中,有一些班主任并未按要求自己填写

问卷,而是图省事随便将问卷发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填,故

而给了孩子一次自我评价的机会。当然,能进行这种评价的

孩子起码是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从孩子们自我评价的结果来

看,有相当一部分孩子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有说谎。如若这

之中有些孩子让教师进行评价的话,是不会认为他们有说谎

行为的。这便告诉我们,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有一个非常坚

定的信念,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3 方法对策 

针对孩子的说谎行为怎样进行预防和矫正,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3.1 搞清孩子说谎的真正原因,制订相应的对策 

对于由于心智功能发展不完善造成的说谎,只要指明其

不对,在幼儿能够理解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其明白想象与现

实间的差异即可,这样做有助于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对于

想逃避惩罚、推卸责任的说谎,在搞清基本事实以后,要严肃

耐心地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指出说谎是一种恶劣而愚蠢的

行为,使其了解说谎的有害结果。  

如果孩子说谎是模仿大人的结果,大人则应首先端正自

己的行为,当好孩子的表率,平时做到与别人坦诚相见,特别

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谎。当然,大人有时是出于善意而说

谎,有时说的是无害的谎话,但这时要向孩子解释清楚,使孩

子理解这种举动的真正含义,不至于对儿童造成消极影响。

如果孩子是由于模仿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而说谎,只要加以正

确的引导,就不难使孩子改正。 

对于想凭说谎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孩子,要认真分析

其想得到什么、满足什么,以及这种愿望、要求是否合理。

在这种情况下,成人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认为孩子说谎是坏

行为,从而一昧地加以惩罚,这样有时会加深孩子的对抗心

理；应该在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再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

措施。如果孩子的要求是合理的,就应当在指出孩子说谎不

对的同时,设法满足他们,并告诉他们有什么愿望、要求都可

以当面提出来,能够满足的一定尽量满足。如果孩子的要求

是不合理的,应在告诫孩子说谎的危害时,耐心地向孩子解

释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3.2 给孩子足够的尊重 

一般来说,凡是受到家人的尊重,能够随意发泄自己的

牢骚的孩子,一般都比较诚实；相反,在父母过分严格的管教

下的孩子对父母有较少的亲近感,而有较多的恐惧感,他们

常常为了逃避责骂而说谎欺骗。当发现孩子不诚实时,不一

定非追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不一定非得让孩子承认自己说了

谎,尤其是当着客人、孩子的同伴时更是如此,当着外人的面,

非得让孩子承认自己说了谎,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孩子“顽

抗到底”,死不承认；再不就是孩子认了错,但自尊心大受伤

害。5 岁的孩子其谎言如果被揭穿,会感到羞耻与罪恶——

道德逐渐形成。 

如果发现孩子有说谎或欺骗行为,不要当众揭发他、批

评他,可以把他悄悄地叫到一边,单独跟他谈话,一是指出他

说谎了,大人已经知道了实情；二告诉他这次给他一次改正

的机会,不当众揭发批评,也不告诉会给他惩罚的家长或别

人；三阐明说谎和欺骗的危害性,同时警告他：下不为例；

四相信他今后一定能做得很好。 

3.3 对孩子的错误处罚要适当 

当发现孩子犯了错时,教师和家长先要压压自己的火气,

在气头上教育孩子,往往容易犯急躁的毛病。这时应当想想

孩子为什么犯错？如果孩子是由于顽皮、好奇、过失而犯错

时,不要对孩子太严厉,要耐心地向孩子指明错在何处,应该

如何做；如果孩子的错误确实应当受到惩罚,或者旧错重犯,

还要想一想孩子是否承认了错误。如能主动承认,就应减轻

惩罚,并说明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主动承认错误的结果；如

果不主动承认,还要蒙混过关,则要加重惩罚,并告诉他,他

还多犯了一个错误——说谎或欺骗。 

我们别认为孩子说谎无所谓,听之任之,应及时予以教

育纠正,否则养成习惯,会使孩子将来失信于他人,造成人际

关系紧张、适应社会困难,甚至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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