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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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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陪孩子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钟芳

多听孩子的意见
刘希

给花园筑一道竹篱笆
许会敏

我想对你说

女儿上学后，我给她定了几条家规，

譬如：“每天必须帮家里洗碗。”“每个星

期至少阅读一本书。”“父母说话的时候，

必须认真听着，不许反驳。”“星期一到星

期五不能看电视。”女儿刚开始时执行得

很好，后来她觉得，她也有心情不好的时

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让她洗碗她会很烦。

每个星期阅读一本书，若是字又小又长，

她觉得她也没办法完成。还有，她认为，

我们说的话未必句句都是对的，她也有

反驳的权利。她跟我抱怨了一通，我也没

放在心上，总觉得严加管教对女儿是有

好处的。

那天她刷完碗，看见我窝在沙发上

看手机，她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很

不满地说：“为什么，你们就可以看手机，

而我就连看一会儿电视都不行呢？”我没

好气地回答她：“因为你有作业，必须完

成，而我没有。”她更加生气了：“为什么

这么不公平，就因为你们是大人？”

第二天，女儿在作文里写道：“爸爸

妈妈给我定了很多家规，这也不行，那也

不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也给大人定家

规，让他们也意识到有些事情他们并没

有做好呢？”

看来，这孩子真是觉得这件事情对

她来说很不公平。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觉得该好好地跟她谈一谈。她对我说：

“我也要参与定家规，你和爸爸也不是所

有事情都做得对，但是你们却只要求我，

这样太不公平了。”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并让她在家规

上加三条她的意见。那天晚上，她就把她

拟定的家规交给我，上面写着：“爸爸妈

妈在家里要少玩手机。”“每天晚饭后，全

家人都要一块儿去散步。”“每周日，爸爸

妈妈要跟我进行一次亲子共读。”

看到这三条，老公笑了起来。我和他

共同商定，要做好榜样，严格按照女儿给

我们制定的家规来。放下手机，陪她一块

儿玩耍；每天晚上，一家人出去散散步；

坐在她旁边，给她辅导作业，陪她读读

书。女儿也认真地执行着我们给她定的

家规，认真洗碗，少看电视多看书，她心

里再也不觉得委屈了。

当然，一开始对我们来说放下手机，

关掉电视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时间久了，

对手机和电视的依赖感也没那么强了，

投入到对书本的阅读中，感受阅读的快

乐；行走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感知大自然

的神奇与美好，这才发现，原来外面的空

气这么新鲜，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

让孩子给家长定家规，这不仅是给孩

子的尊重和信任，更能让孩子体会到作为

家庭的一员，她也有为这个家而努力的责

任。而责任，会让孩子很快地成长起来，变

得更加优秀，更加懂事，更加有责任感。

暑假，是孩子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

的光阴。孩子们应当有与自己一起玩耍

的伙伴，有亲近自然的机会，有一段自由

支配的时光和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的

天地。

我的童年记忆里暑假充满了快乐和

自由，只要一放假，我就像撒了欢似的跟

同学、朋友们一起打弹弓、跳皮筋、过家

家、抓知了、摸鱼虾，每天都玩得很开心。

当儿子听说我的童年暑假是这么美好轻

松时，一脸憧憬地对我说：“妈妈，我也想

要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暑假。”为此，我特

地和丈夫调整了作息时间以便和儿子同

步，让儿子在我们的陪伴下，把暑假过得

既充实又快乐。

送儿子去乡下吃苦。暑假刚开始，我

就带上儿子回到了农村的奶奶家去住上

了十来天，一来让儿子在堂姐堂弟及乡

村小伙伴们的陪同下，亲近大自然，享受

田园风光；二来让儿子帮助奶奶做一些

简单的劳动，品尝生活的艰辛，学会珍惜

眼前的幸福生活。让他在真正的玩耍中

放飞心情，体会到从社会和自然中学习

知识的乐趣。

陪伴儿子一起阅读。读书是一种终

身受教育的好方法，平时儿子忙于上课、

做作业，难得有时间进行真正的课外阅

读，暑期正好可以让儿子自己去看些喜

欢的书籍，在征询他的意见后，我为他挑

选了四大名著儿童读本和儿童百科全

书，看到他为故事书中人物的真善美叫

好时、为科学书中的神奇世界而兴奋不

已时，我就感到特别开心，因为这不仅丰

富了儿子的见闻，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也

使儿子品尝到了自主读书的乐趣和感受

到了假期的轻松。

带儿子一起去旅行。我觉得，旅行

是一种学习，趁着暑假带孩子出去走

走，能开拓他的眼界，增长他的见识。于

是，我和老公商量好，选择了长途旅行，

带儿子去北京游玩，还可以顺便去看望

他的叔叔，享受温馨的家庭氛围。然后，

我还让他自己写写日记，把旅游中的趣

事、异事记录下来，这样不仅能激发孩

子的写作兴趣，还能提高他的书面表达

能力。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把暑假还给儿

子，陪他好好地玩出一个快乐的暑假。

女儿小学毕业了。

刚放暑假的时候，她兴高采烈地从

学校回来，让我看她的小学毕业证和毕

业纪念册，还有一张优秀毕业生的奖状。

看着快速长大的女儿，我的思绪也不由

地在女儿这六年的学习时光里回荡……

记得女儿刚上一年级时，每天还得

我给她洗脸梳头，然后她端坐在凳子

上，乖乖地吃完早饭后，我帮她拿着书

包、骑着电动车，按时送她到学校门口，

互相说声：“再见”，有时她还不忘说一

句：“放学记着来接我！”我说：“好！”其

实，我从没有忘记过去接她。每次，我都

是看她消失在学生的人流之中，才转身

离开。等到了三年级，她的生活已完全

能自理，也不需要我帮她梳头了。每天

早上，她都会自己扎好辫子，等着我送

她去学校。放学后，也不再需要我去接

她了。她可以和同住一个小区的同学一

起回家了。从四年级开始，她连送都不

需要了，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每天只要

吃完早饭，就自己乖乖地背上书包跟我

们说：“再见”，快乐地走出家门，和楼下

等着她的同学一起开心地走向学校。六

年来，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们身上的担

子也一天天减轻了。

六年来，女儿每获得一张奖状，我都

把会它贴在墙上，到她毕业时一共有 31

张，几乎贴满了一整面墙，有优秀干部、

素质教育优秀生、演讲比赛、作文比赛、

古诗诵读、文艺表演等，还有学校组织的

贸易节活动，这些奖状让整面墙变得熠

熠生辉。我想，这应该是女儿最大的

收获。

开学后，女儿就要上初中了。正像老

师在毕业纪念册上说的：“离开了母校，

你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征途中会布满

荆棘，充满挑战，愿你们胸怀理想，脚踏

实地，不畏艰险，奋发向上，享受成长的

喜悦，创造人生的精彩！”

小升初的女儿，父母送给你的，也只

有祝愿——祝你的初中阶段同样精彩！

女儿的小学生活
赵利勤

在儿子出生前，关于他的教育问题，

我和老公就已达成了一致意见：既要顺

应天性、培养创造力的同时，又要秉持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理念。

一方面，所有和动手能力有关的内

容，我们都选择顺应孩子的兴趣和喜好。

比如搭积木时，按照他自己的奇思妙想

去搭而不参照图纸，不管他最终搭出来

的成品像什么，只要他能给出自己的解

释，我们都会毫不吝惜地点赞。

他6岁时，为了培养他的爱心和责任

感，我们给他买了一只刚满月的小狗。每

当他渴了、饿了，想要喝水、吃东西时，我

就会适时地提醒他：“你渴了、饿了，小狗

是不是该也渴了、饿了？”这时，他就会去

给小狗送水、送狗粮。还有每次给小狗洗

澡、清理粑粑的时候，我也会让他来

帮忙。

等他再大些时，我们就在菜园里划

分出了一小块地给他，准许他种任何想

种的东西，但前提是他要好好照顾它们。

于是那年春天，属于他的范围之内长满

了胡萝卜苗。每天，他的身影都会活跃在

那片“自留地”里。间苗、浇水、松土、施

肥、捉虫，干得兢兢业业。除此之外，喜欢

户外运动的爸爸，还经常带他去跑步、放

风筝、游泳、骑自行车，反正所有他有兴

趣的东西，我们都很乐意带他去尝试。

另一方面，在习惯的养成以及品质

的培养上，我们则选择了对他进行适当

的约束。从送他第一件玩具开始，我们就

告诉他：玩具是你最好的伙伴，它能给你

带来快乐，所以你同样要好好爱护它们，

每次玩过之后都要把它们送回家（存放

玩具的地方）。他做得好时，我们会给他

发一小块最喜欢吃的白巧克力；表现得

不好时，不仅得不到巧克力，还会得到我

们的批评。我还记得，当我们第一次因为

他乱扔玩具而板起脸不理他的时候，他

很受震动。

还有一次比较严重地惩罚他，是在

他 8 岁那年。他因为不满我到时间关掉

了正在播放动画片的电视，而故意狠狠

地踢了小狗一脚。且明知自己错了的他，

还一边躺在地上撒泼、一边放肆地大哭

大叫。可我还是狠下心，坚持把他拖到了

墙角去罚站，让他好好反省自己。罚完站

后，他怯生生地过来向我道歉：“妈妈，我

错了，请你原谅我。”“受到你伤害的是小

狗，你该去跟它道歉。”事实上，被他踢了

一脚的小狗同样受到了惊吓，不管他怎

么说对不起，都不肯让他靠近。直到几天

后，才慢慢和他恢复了以前的亲密。

这一次的经历，也让他明白了随意

宣泄坏情绪的严重后果。几天后，我认真

地找他谈话，心平静气地告诉他：“以后，

不要用伤害别人的方式释放自己的情

绪。生气的时候，你可以回房间安静地待

会儿，也可以看一本喜欢的书，或者找一

张白纸信手涂鸦，就是不能乱发脾气。”

尽管倔强的他当时并没有表态，但我看

得出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

倏忽间，就这样一边顺应天性、一边

约束行为，如今我已陪伴他走过了十多

年的时光。这段历程也让我越发地坚信，

解放孩子的天性，就如同伺弄花草一样，

既需精心呵护，又需筑一道竹篱笆。让他

们自由生长的同时，也需有所规范，避免

旁逸斜出。

女儿，愉快的暑假生活即将结束，开学以

后，你就要脱离爸爸妈妈的照顾去读寄宿学

校了，开学前两周，你还要进行封闭式的军

训。这是你第一次离家独自在外生活，我很不

放心，一再地嘱咐你：“晚上睡觉别蹬被子，要

听老师和教官的话……”眼看着你走上校车，

我忙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我看见你在车厢里找座位坐下，校车渐

渐地把我甩在身后，很快驶离我的视线。想到

以后你在我身边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一时间

我的心中百感交集，心里有许多话想对你说。

孩子，你长大了，你要改变你以前做事拖沓的

毛病。以前每天早晨都是我叫你起床，从这次

军训开始，你要学会用闹钟按时起床。军训对

作息时间的管理很严格，这对平时做事总是

慢腾腾的你无疑是个考验，但这也是个机会，

妈妈希望你可以改掉你拖沓的坏习惯。

孩子，你要学会与人和睦相处。军训时和

同学们生活在一起，集体生活很热闹也很充

实。但是，同学之间脾气秉性各不相同，有时

难免会发生误会、矛盾。因此，妈妈希望你在

和同学相处时要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生活

习惯，尊重彼此的不同看法，在不干扰和影响

彼此的情况下，学会尊重别人。要知道，只有

学会尊重别人，尊重所有人，才能去赢得别人

的尊重。换言之，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孩子，你要学会感恩、懂得感恩。这是你

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生活，你要知道每天都

有人为你们辛苦的付出：教官每天带你们严

格的训练；食堂的工作人员每天为你们提供

丰富可口的饭菜……他们都在默默地为你们

奉献和付出，所以，你要懂得对他们感恩，训

练结束后对教官表示感谢，谢谢教官教给你

的东西；打饭时要对打饭阿姨道声“谢谢”，感

谢阿姨为你们准备营养丰富的饭菜。孩子，你

知道吗，一个学会感恩的人，才不会刻薄寡

恩；一个学会感恩的人，才会有宽容的心，不

会老是抱怨别人；一个学会感恩的人，才会有

乐观的心态，积极生活。

孩子，你的人生之路刚刚开始。这是你第

一次离开家，以后还有更多的日子离开我们

独自在外面生活。你的人生犹如一幅刚展开

的素白画卷，未来等着你用自己人生的画笔

为自己描绘一幅精美的画卷。

未来是你的，加油！

三岁以下
别用酒精降温
刘兆秋

发烧是孩子常见的一种症状，但父

母们每到这时总是焦急万分，想尽方法

给孩子退热，比如擦酒精、或者用冰块

冷敷等。这些方法对大人来说有一定效

果，可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就不太可

取了。

酒精的确可以在发烧时起到散热的

作用，其机理在于：酒精挥发过程中可

以带走体表热量；酒精擦拭皮肤后，皮

肤血管会扩张，可加速散热。虽然酒精

擦浴可以辅助降温，但 3岁以下的婴幼

儿应禁用。因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肝肾

功能还不完善，皮肤也比较娇嫩，容易

导致过敏，甚至酒精中毒。

那么，婴幼儿发烧时该如何正确处

理呢？如果体温在38.5℃以下，可先用温

水擦拭身体，或使用退烧贴物理降温。

如果已经烧到 38.5℃以上了，应尽快就

医，并在医生指导下口服退烧药。

（据人民网）

孩子眨眼增多？
小心眼部有问题
余燕红 李晓姗

在眼科的诊室里经常会有家长为孩

子眨眼多而带着孩子来就诊，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白浪介绍，

孩子眨眼过频确实是一种病症，常见于

3-6岁儿童，男童发病率约为女童的两

倍，就原因而言，除了心理因素、间歇性

外 斜 视 或 集 合 不 足 ，主 要 还 有 以 下

几点。

一是眼睑及角膜疾病。孩子眨眼睛

是为了清除刺激引起的眼睛不适。能引

起儿童眨眼增加的常见疾病包括以下

几种：结膜炎，特别是过敏性结膜炎，往

往伴随突然发作的连续打喷嚏、流涕、

鼻塞及张嘴呼吸等症状；干眼症，儿童

多由于电视、手机看得太多引起的眼睛

干涩，又称为“视频终端综合症”；眼睑

异常，包括倒睫，眼睑炎症（如麦粒肿、

睑板腺囊肿）等；点状角膜炎，角膜上皮

损伤等都能引起儿童单眼频繁眨眼。

二是习惯性抽动。表现为一过性抽

动障碍，见于 5%-25%的学龄儿童，一

般发作时间超过1个月，但不足1年，时

好时坏。超过1年的称为慢性抽动障碍，

发病率小于1%。还有抽动秽语综合征，

表现为瞬目的同时伴有喉部异常声音。

患儿出现频繁瞬目，可同时出现挤眉、

歪嘴、皱额、摇头、耸肩、发清嗓音等。

三是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屈光不正

包括远视、近视和散光等，患儿因为视

物模糊而加强眼部肌肉的调节功能，长

此以往可能导致眼部的疲劳，进而通过

眨眼来缓解疲劳感。

白浪表示，儿童出现眨眼增多，首

先应前往眼科就诊排查眼科疾病。若

发现眼睑及角膜疾病，如过敏性结膜

炎引起的眨眼增多采取相应的抗过敏

治疗；若为感染因素导致的结膜炎、角

膜炎需抗感染治疗；干眼症引起的眨

眼，则需叮嘱患儿减少看电视、电脑等

电子设备，使用具有保湿润滑作用的

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如有眼睑异常

（麦粒肿、霰粒肿等）选择相应的抗炎

或手术治疗；屈光不正患儿应在 3岁半

左右就诊眼科，必要时验光、戴镜矫正

等。此外，家长还可在患儿减少眨眼时

给予鼓励的心理暗示逐步纠正眨眼的

习惯。

经去除病因、对症处理、心理暗示

等综合治疗后，如果仍无好转，则可能

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例如抽动秽语综合

征，必要时需要神经内科或心理科进一

步治疗。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