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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

候、第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

次学会叫爸爸妈妈的时候、第一

次学会用筷子吃饭的时候……在

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相信

许多父母都会有不少感慨，也

会有不少想对孩子说的话。对

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长

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大

家来稿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

确。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

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

参与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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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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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12岁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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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别轻易否定孩子
鲁庸兴

父母要学会适度放手
陶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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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是嗓音疾病的重点

人群。湖北省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

专家指出，儿童常见嗓音疾病有咽喉

炎、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等，主要表现为

间断或持续声音嘶哑，甚至发音困难，

主要原因是用声过度（包括大吼大叫、

持续哭闹、长时间说话或唱歌）。另外，

反复上呼吸道感染、鼻炎鼻窦炎、咽喉

反流等也是儿童嗓音疾病的常见诱因。

家长和老师有责任引导孩子养成良好

的语言习惯。

用嗓过度当心成“烟嗓”。7岁的惠

子就读小学二年级，嗓音嘶哑已经持续

了不短时间，医生给惠子进行了电子纤

维喉镜检查，发现双侧声带边缘长了对

称性的小结节，也就是声带小结，这是

造成她声音嘶哑的原因。

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林家惠

医生介绍，声带小结又被称为“歌唱者

小结”，诱因主要是用嗓过度。因长期声

音嘶哑来就诊的门诊患儿中，近七八成

查出患有声带小结或声带息肉。她还提

到一个现象：这些患病的孩子有一个共

性，那就是性格比较外向或者是调皮捣

蛋的“小话痨”。

治嗓子也要“声东击西”。今年刚满

4岁的牛牛最近有爱清嗓子的习惯，喉

部发出“咳咳”的声音，鼻子也不太通

气，还总流鼻涕，同时出现声音嘶哑的

症状。医院确诊牛牛患的是鼻窦炎引起

的后鼻滴漏综合征，同时伴有轻度咽喉

反流，由于病史较久导致了慢性咽

喉炎。

林家惠解释，后鼻滴漏综合征是指

因鼻腔、鼻窦的慢性炎症，鼻部的分泌

物从鼻腔向后倒流入口咽、喉甚至进入

气道，刺激分布于鼻、咽、喉部的咳嗽感

受器而引起的咳嗽和咽异物感。它是儿

童慢性咳嗽、干咳的常见原因之一，同

时也容易被忽视。林家惠指出，门诊中

因慢性咳嗽或反复清嗓干咳就诊的患

儿，近 40%患有后鼻滴漏综合征，而确

诊为咽喉炎或声带小结等嗓音疾病的

患儿中，又有近20%～30%伴有后鼻滴

漏综合征。有后鼻滴漏综合征的患儿，

通常是过敏体质或有慢性鼻炎、鼻窦炎

等基础病史，会表现为不断地清嗓子，

以缓解咽部异物感，久而久之会损伤声

带，形成咽喉炎甚至声带小结。因此，治

疗小儿声带小结、咽喉炎等嗓音疾病要

声东击西，除了控制发声和相关药物治

疗以外，还要重视对鼻炎、鼻窦炎的诊

断、预防和治疗。

林家惠还指出，近几年来小儿咽喉

反流疾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也是慢

性咳嗽、慢性咽喉炎、声带小结等疾病

的病因之一，主要与上食管括约肌功能

不良和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有关。对这

类患儿，可以给予抑酸治疗，同时纠正

他们的饮食作息习惯，比如抬高床头、

晚餐少食、避免睡前进食、减少柑橘等

酸性水果摄入等。

家长老师要做好习惯引导。“家长

和老师都要为儿童形成良好语言习惯

做示范。”林家惠表示，儿童发声器官处

于发育过程中，较为脆弱，容易出现嗓

音损伤。“建议家长和老师在孩子哭闹

时及时安抚或转移其注意力，尽量不要

让孩子大声尖叫、声嘶力竭地哭喊、长

时间高声唱歌等；孩子饮食不要过凉，

要多吃水果、蔬菜等有利于嗓音保护的

食物，多补充水分。”

（据《中国妇女报》）

我想对你说

前几天，我经过一所幼儿园，

正好碰到参加完文艺演出活动

的家长们带着孩子回家。我听到

有一位母亲大声地数落女儿：

“连这么简单的台词都会说错，

在家里不是都说得好好的吗？刚

刚在台上多丢人啊！”小女孩则

胆怯地看看四周，发现有几个人

在看她，立刻满脸通红地低下

头，小手不停地揉搓着裙子。

为人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

愿望，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别

人的孩子强。然而，有一些家长

或 老 师 教 育 孩 子 时 总 会 出 现

“否定式”语句，如：“你真没用”

“你怎么连这点儿事都做不好”

等等。许多家长以为孩子挨了

骂之后就能好好地改正错误，

不再犯错。殊不知，孩子也是有

自尊心的，家长在说话做事的

时候一定要注意呵护孩子的自

尊心，不要轻易否定孩子，要让

孩子感觉受到了父母的尊重。

而且，就连大人都做不到十全

十美，更何况是一个孩子呢？如

果父母经常否定孩子，还会在

无形中对孩子产生一定的消极

影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否定

会让孩子逐渐产生自卑感，久

而久之，孩子自己也就相信了

这个“事实”，觉得自己的确是

无能，办不成事，这对孩子的成

长是十分不利的。

清代学者颜元说过：“数子

十过，不如奖子一长”。就是说与

其因为孩子的不足去批评指责，

倒不如寻找孩子的亮点给予赞

扬。其实，家长无论选择怎样的

教育方式，都是为了让孩子得到

更好的发展，所以，家长们与其

否定孩子，不如给孩子更多的正

能量，让孩子在肯定中快乐的成

长。孩子需要鼓励和表扬，需要

正面的力量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心和进取心。因此，作为老师或

父母，不能轻易地否定和指责孩

子。当孩子做错事或学习不如意

时，要耐心地帮他们分析原因，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更

有利于帮助孩子改正缺点，塑造

良好的性格，才能让孩子健康地

成长。

有人说：“一个孩子如果生活

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信；生

活在认可中，他就学会了自爱；

生活在表扬中，他就学会了感

激。”请家长多给孩子一点儿正

能量，少一点儿否定，让孩子能

够更好地成长。

前些天，几

个 朋 友 聚 在 我

家一起聊天，聊

着聊着，话题突

然一转，聊到孩

子。有一个朋友

兴奋地说：“我

家的孩子，每次

考 试 都 是 年 级

第一，老师们可

喜欢他了。”听

到她这样说，另

一 个 朋 友 马 上

接着说：“我的

孩子，学校每次

举 办 的 重 大 活

动都是她主持，

她记忆力不错，

普通话又好，老

师 都 说 她 将 来

是 个 当 主 持 人

的料。”还有一

个 朋 友 也 不 甘

示弱，说她家的孩子写得一手好

作文，经常在各大报刊发表，还

获得过省作文比赛一等奖。

听到她们这么说，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想起自家的孩子，学

习成绩一般，兴趣爱好也不广

泛，身上还一堆缺点，总之，在这

些孩子中，她是最平凡的一个，

我开始为她的将来担忧。朋友们

走后，看到女儿还在那儿没心没

肺地玩游戏，我便没好气地训斥

起她来：“你看别人家的孩子，个

个都比你优秀，你为什么就不知

道努力一点呢，为我争口气，不

行吗？”

见我数落她，女儿低下头，不

吭声了。

那之后，我经常给女儿“上

课”，给她敲警钟，让她努力点。

我还给她报了各种培训班，但是

她似乎都提不起太大的兴致，成

绩还是中等偏上，从来没有拔过

尖。我一直忧心忡忡，直到有一

次，女儿生病住院，一直高烧不

退，我焦急万分。看着女儿躺在

床上难受的样子，我心里也很难

过。这时，我才意识到，孩子能够

健康成长，才是我最大的希望。

那些所有附加的期望都可以忽略

不计，只要她健康就好。

一个星期后，女儿出院了，摆

脱了病痛折磨的她，笑逐颜开。

我突然领悟到，其实每个孩子都

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老是去

攀比，而是要学会摆正自己的心

态，面对孩子时，多想想他（她）

身上的闪光点。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便把那

些她不喜欢的培训班退了，还她

一个轻松快乐的环境。她爱看

书，我就陪她去图书馆借书来

看；她爱散步，我就陪她去公园

里玩耍，我也不再给她提过高的

要求。我的心态摆正后，我发现，

我没有那么多烦恼了，而女儿也

渐渐地开心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家

长，一定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

并加以鼓励，我相信，每个孩子，

将来都能找到一条适合他们自

己的路。

孩子，今天是你12岁的生日，

我想在这一天为你写下几句心里

话，当作对你人生的一些忠告吧。

如今你已经成长为一个大男

孩了。不知不觉间，你从一个在我

怀里撒娇的小不点儿长到了现在

超过1米 5的个头，再过几年就要

赶上我了，这着实让我感叹时光

流逝，岁月无情。

孩子，我希望你是一个勇敢坚

定的人。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

在睡前听妈妈讲那些勇敢者的故

事，那些事迹感染着你，你说你也

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人生路漫

漫，光阴最无情。回首那些走过的

路，有许多弯路、小路、险路、暗

路。只有意志坚定且永不停步的

人，才有希望到达胜利的远方。所

以，爸爸希望你无论是在学习上

还是在未来的人生路上，当你遇

到种种无法预知的坎坷时，你都

能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孩子，你热爱科学、绘画、写

作，这是好事。爸爸认为，一个人

有了兴趣爱好，才能更好地拥有

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才能跟爱好

相近的人在一起。古人有云：“人

无癖不可与之交。”愿我们每个人

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春看花，

秋扫叶，夏养家禽，冬烧柴。读些

闲书，品些清茗，让每一个日子都

能充满阳光，充满欢乐，充满爱。

你还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人生

要有目标，有了目标才有奋斗的

方向，而当你为目标而奋斗时，你

会有一种乐趣，一种充实，每当做

成一件事，你就会富有成就感，而

强烈的成就感能增强你的自信

心。爸爸觉得，你可以先确立一个

长远的目标，然后把这个长远的

目标分成一个个比较容易实现的

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地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做

好，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孩子，你还要学会珍惜，珍惜

人生路上的点点滴滴。人生短暂，

学会了珍惜，你的人生才不会苍

白，才不会凄凉，生命中才会有色

彩与鲜花。

今天，爸爸坦诚地跟你说了这

么多的话，我希望你能好好地去

感知我的每一句话，这也是天下

每一个做父母的良苦用心。孩子，

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走进我的

人生，让我的人生完整而有意义。

说起家中这个已与书结缘良

久的小书迷，从“啃”书到听书再

到迷上读书的经历，我这个一贯

奉行身教胜于言教的妈妈，绝对

是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有人会质

疑，一个仅有五岁的孩子能看懂

什么？又能理解多少呢？其实只

要选对了适合孩子的读物，孩子

的记忆力和领悟力会超乎我们

的想象。

若追溯他爱上读书的根源，

大概因为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

书迷。我们家最显眼的家具，就

是一个占据了整面墙的大书柜，

里面塞满了各门各类的书籍以

及我的很多读书笔记。不管是闲

来无事抑或是心情不好时，我都

喜欢挑一本契合当时心境的书

来读。长年累月的阅读不仅让我

的心变得开阔而沉静，更为我的

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灵感。

我之所以如此爱书，源于我

酷爱读书的妈妈从小对我的耳

濡目染。慢慢长大的我，也逐渐

在书里找到了别的东西所无法

给予的快乐，于是更加专注地投

入到阅读中去。正因为自己一直

在读书中深深获益，于是我希望

把儿子也培养成一个爱读书、会

学习的孩子。

为了尽早激发他对读书的兴

趣，我在他七个月大的时候，就

给他买了第一套书。那是一套彩

色的小布书，上面画着各种水

果、蔬菜、动物和生活用品，尚不

会说话，亦不知道书为何物的

他，很快就被上面鲜艳的色彩吸

引住了，每每看到熟悉的水果

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举到嘴边

啃一口。惹得他老爸时不时地赞

叹道：“看咱儿子，这么小就会

‘啃’书了，等长大了，还能不成

个大学问家啊？”

待他稍大点儿，我就给他买

来很多童话书，一边陪着他看一

边讲给他听。小小的他很认真地

盯着书上的画面，跟随着我的讲

述进度用胖乎乎的小手帮我翻

页。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天晚

上他都是在这甜蜜的阅读时光里

进入梦乡的。没多久，我便惊喜地

发现小家伙记忆力非常好，只要

我说出故事的题目，他就能以最

快的速度在手中的书里准确地找

到它所在的位置，几乎很少出错。

每当我为此夸奖他的时候，他总

是笑得很开心。也就是从那时候

起，我发现儿子爱上了读书。

学会说话后，我就开始教他背

诵三字经和一些脍炙人口的五言

诗，并且逐字逐句地为他讲解其中

的含义。为了鼓励他多学东西，我

还适时地引入了奖励机制。例如学

会一首诗可以给两块糖吃，看书

20分钟可以跟爸爸去公园坐旋转

木马。就这样一步步地引领着他走

进了书的世界，当他在书中学到了

同龄小孩所不知道的知识以后，那

份成就感和自豪感便挂在了脸上。

尤其是在幼儿园，当他被小朋友追

着问这问那时，以及因为回答对问

题而被老师表扬以后，他就更加热

爱读书了。

今年9月，我的小书迷就要读

小学了，我相信良好的读书习惯

一定会对他的学习产生足够的推

动力，而我要做的就是陪伴着他，

把读书这件事一直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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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这个滑梯危险，你不能

去玩。”“孩子，这里太脏了，你不能

来。”在生活中，有许多父母觉得为

了孩子好，总是尽职尽责地不让孩

子做一些他们想要去尝试的事情。

但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天生

就对世界有好奇心，对未知有着

探索欲。如果大人一味地去阻止

孩子的这些行为，就会抹杀掉他

的那份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比如

说，孩子喜欢玩泥巴，但大人觉得

泥巴脏，而且会把衣服也弄脏，就

阻止孩子玩耍；孩子对手机电脑

感兴趣，但大人怕孩子玩上瘾，就

不准孩子触碰；孩子看到大人做

家务，也想帮忙，但大人觉得孩子

小，做家务也做不好，就不让孩子

做。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慢慢地对

探索生活失去兴趣。

虽然从大人的角度考虑，这

样做是为了孩子好，但从孩子的

角度来看，则是在打击孩子探索

世界的好奇心。所以，有时父母

过于“尽责”也不好，不妨试着适

度放手，这或许对于孩子的成长

有着不一样的帮助。

同事家的儿子就是个最好的

例子。因为同事平时对孩子的管

教比较严，许多事情都需要她的

同意，孩子才能做。有一次，在幼

儿园的手工课上，需要剪纸。于

是，老师就给每组发了一把剪刀。

当其他同学都剪好后，她的儿子

却还没有开始剪。老师问他为什

么时，他说：“妈妈说，剪刀是危险

的东西，没有她的允许，我不能乱

用。”后来，老师将这件事告诉了

同事，而老师也从同事那里了解

到，平日里，她给孩子立了许多的

“不允许”：不允许吃零食，不允许

看动画片，不允许做妈妈不让你

做的事……老师知道后说：“难怪

之前我们做游戏时，其他小朋友

都积极参加，就小杰躲在一旁，不

敢参与。我想小杰这样的行为，可

能和你平时对他管教过严有关。

其实有时，我们可以放手让孩子

去尝试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或许这些东西有点危险，但我们

只要告诉他如何预防，就可以在

孩子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培养

他敢于尝试的精神。”通过与老师

的聊天，同事也意识到了自己对

孩子的行为限制太多，导致了孩

子“想做而不敢做”。

从那以后，同事开始对孩子

适度放手，只要能控制在安全的

范围内，都让孩子去尝试。她的

孩子也逐渐地在探索的过程中变

得不再畏手畏脚。

做父母的，有时候也可以对

孩子适度放手。因为，孩子可能

会在玩耍的过程中，培养创造

力；也可能在帮大人做家务的过

程中，培养劳动能力。这样的“放

手”，不是在害孩子，而是让孩子

获得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