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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小希最害怕抄写类的作业。写字一多他就觉得很累，更让他烦躁的是，每次爸妈看到不正确的握笔姿势，

总会唠唠叨叨地说他。而改变握笔姿势，对他来说是件费劲的事。

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握笔、拿筷子可以很轻松很标准，自己却很难做到，隔三差五还会因为“不标准”而挨骂。渐渐

地，他开始排斥写字这件事，在爸妈面前写字会紧张，注意力也没法集中。

前几天，他遇到一位心理老师。老师在了解小希的成长过程和多方沟通后发现，他其实是个“左撇子”，很可能是因为爸

妈要求他用右手写字，强行纠正才导致了挫败感，引发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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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几所幼儿园、小学分别做了小调查。

A 幼儿园：小班，左利手占 1.4%；中班，占

5.9%；大班，占2.3%。

B 幼儿园：小班，左利手占 6%；中班，占

7%；大班，占6%。

A小学：一二年级，左利手占1.7%。

B小学：一二年级，左利手占0.6%。

从数据上来看，随着年龄增长，左利手比例

降低了，左利手去哪儿了？

他们很大的可能是被“纠正”了。

左利手是否必须纠正？不少老师都持反对

意见。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附属幼儿园园

长夏媛媛告诉记者，在幼儿园阶段，孩子用手主

要在一些生活环节，老师们会尊重孩子用手的

习惯，不会强制孩子用左手或者右手。“托班宝

宝的左右手经常换着用，不太有固定的习惯用

手。到中大班时，有些家长考虑到小学时孩子

的书写及社交问题，会请老师一起引导孩子也

尝试用右手吃饭、画画等。其实，很多左利手的

小朋友，通常左右手都会用，可以转换自如。”

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说，学校里的左利手

孩子不多。她教过一个男孩子，就是左利手，从

小习惯用左手，爸妈也没有刻意纠正，孩子写字

用左手，字也写得不错，思维比较缜密。“从认识

的左利手孩子情况来看，并没有影响学习和生

活。没有必要去纠正，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班主任田云霞

老师告诉记者，几乎每一届学生中都有左利手

孩子。“存在即是合理，这句话应该用于一种积

极而正确的认知，尤其是面对稚嫩的孩子时。

我不会去刻意关注这个问题，而是选择忽视，把

它当作是一种自然而正常的存在。当‘左撇子’

不构成孩子的任何一个标签时，左利手的同学

在班级里就成为了自然的存在。”

在田老师看来，双手是完成事情的工具，孩

子不管喜欢用左手还是右手，都是正常的自然

特性，与其逼孩子做不擅长的事情，还不如尊重

他的不同，发展他的特长。

对于左利手的孩子，学校会更注重给他们

提供一些便利，比如排座位时，排在靠左一边，

这样写字时就不会和右利手的小朋友“打架”。

田老师发现，有些家长觉得左利手在学习、

社交上不方便，在孩子上小学前就给纠正了，其

实没有必要。她特别提醒，对于左利手的孩子，

老师、家长的认同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如果老师

和家长都觉得左利手是异类，孩子的心理压力

会很大，很不利于他的心理发展。

“老师和家长对于左利手孩子，都应该更宽

容一些。而这种宽容就是‘视而不见’。尊重而

不带任何差异化的对待方式，相信是这些孩子最

需要的。”在这样的价值观下，班级同学自然形成

了不戴有色眼镜看待左利手同学的氛围，不会在

语言或者表情上对“左撇子”有任何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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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也称左利手。有多少小希这样的

“左撇子”被逼用右手？据研究，大约每 10 个人

里就有一个是左利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会发现，左利手比例远远低于十分之一。

家庭教育指导师、杭州聪明堡学能拓展中

心教学总监吕敏老师就遇到过一些像小希一

样，被强行纠正的左利手孩子。其中一个男孩

在低年级时成绩很不错，但到四年级，不愿意写

作业，考试时也会交白卷，就像变了一个人。

吕老师发现，男孩的种种反常表现，很可能

是“硬改”右手写字的问题。男孩解开心结后，

学校老师开展了因材施教计划，在家长的配合

下，孩子用了三个多月的缓冲期逐步恢复左手

功能。很快，男孩在学业上突飞猛进，也更自

信、阳光。

据研究，强行纠正左利手，不但容易引发儿

童语言问题，也会导致儿童的情绪问题（焦虑多

见）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判断上产生困惑。

家长杜女士是个左利手，也曾被长辈硬生

生“扭”成用右手。“我是 80 后，小时候家里人用

了很多办法让我用右手。奶奶把我的左手绑

住，不准我用左手吃饭。”杜女士说，儿子两三岁

时，就出现了明显的左利手倾向，左手吃饭、画

画、搭积木，都完成挺好。“因为我吃过纠正的

苦，不想让孩子也这样被强迫，用左手还是右

手，不影响其他各方面能力的发展，顺其自然挺

好。”

但还有一些家长不认可“顺其自然”。张女

士说，女儿大班时，她报了一个写字班，为幼小

衔接作准备。女儿是左利手，从左到右写铅笔

字，经常被左手擦得很脏。“右利手还是占大多

数的，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为右利手

方便而设计的，比如一些工具。左利手孩子写

字容易弄脏，吃饭容易和别人‘打架’，怕她上小

学后吃苦头，我就引导孩子改成用右手拿筷子、

写字。”

真实故事 被逼用右手，男孩排斥写字

左撇子（左利手）是怎么形成的？浙大二院

神经外科徐航哲主治医师表示，目前的观点认

为，一个人惯用右手或左手的现象可能是遗传

基因、胚胎发育环境及社会心理因素综合作用

所形成的，并没有一种因素在左利手的形成过

程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他介绍，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两个

部分的功能各不相同，左脑主要负责处理逻辑

思维、计算及判断等，右脑则主要负责艺术创

造、抽象思维等。“左右脑控制身体的方式是反

的，也就是说左脑控制我们右半部分身体的感

觉运动，右脑则控制着左半部分身体。”

徐航哲表示，一般来说，大脑中负责语言的

中枢都在左侧，但是许多“左撇子”的语言中枢

却在右侧，所以，神经外科医生就尤其关注病人

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假如一位‘左撇子’

患者左脑的一些重要区域不幸受到影响（比如

长了肿瘤），那么影响语言功能的可能性就比

‘右撇子’要低一些。这有时候也影响手术方案

的制定。当手术医生可以选择从左边还是从右

边动刀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根据患者习惯于使

用哪只手，就选择哪一侧做手术，从而尽可能减

少对重要功能的影响。”

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名家大师是“左撇子”，

比如爱因斯坦、牛顿、达芬奇、比尔盖茨等，但徐

航哲表示，“左撇子比较聪明”的说法并没有科

学依据，不过，“左撇子”在一些需要想象力和创

造力的任务中，有可能会做得更好。

“左撇子”需要纠正吗？徐航哲说，当宝宝

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喜欢“吃

左手”还是“吃右手”的区别，而一般在宝宝两岁

左右的时候就会明显表现出不同的用手习惯

了。“虽然左利手在生活中的确会有很多不方便

的地方，比如吃饭时左手拿筷子容易影响别人、

从左到右写字手上就会沾满墨水等等，但是如

果强行纠正这一现象，往往是弊大于利的。”

首先，强行纠正可能使孩子产生自卑感和

挫败感，可能导致孩子精神紧张，出现口吃、注

意力不集中等后果；其次，在孩子的大脑发育期

强行转变习惯，可能会影响语言中枢的正常发

育，甚至出现阅读和沟通障碍；再次，即使强行

纠正也很难彻底改变用手习惯。因此在这件事

情上，家长只可进行引导，不必强行纠正，需要

给予孩子更多的包容，毕竟，每个孩子都是独一

无二的。

医生观点 强行纠正弊大于利，给孩子更多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