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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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
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征稿启事

培养孩子的秩序感
赵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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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相信孩子的能力
杨丽丽

不要放大孩子的过失
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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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你说

早上洗漱时，儿子挤牙膏不小

心用过了劲儿，牙膏呲地一下溅到

了卫生间的梳妆镜上。老公一见大

为光火，过来一把抢过了牙膏，还

大声呵斥儿子：“你怎么干啥都不

行，挤个牙膏还能呲镜子上！”

儿子经此一“训”，顿时蔫了下

来，默默地背上书包，早饭都没吃

就去上学了。

儿子走后，我一边擦拭镜子上

的牙膏一边跟老公说：“你刚刚跟

儿子发的火，是不是大了些？他不

就是不小心把牙膏挤到镜子上了

吗？他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就

这么一点儿小事你就断定他‘干啥

都不行’？你这样夸大其词，想没

想过儿子的感受？”

经我一分析，正在收拾碗筷的

老公也停下手来。他想了半晌，回

头对我说：“老婆，你说的有道理，

咱儿子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八岁

的孩子就能自己洗衣服、叠被子、

整理房间，还帮大人干家务活儿。

我刚刚确实没做对，可那会儿我一

看镜子上的牙膏瞬间就来气了。”

收拾完后，我还在想这件事

情。老公今天明显犯了一个错误：

他放大了孩子的过失。儿子不小心

把牙膏挤到镜子上，这只能算是生

活中的一个小过失，根本不能说明

孩子其它方面都做不好。可老公从

这一则小过失上，就否定了儿子身

上的其它各项优点，这种“一棍子

打死”“以偏概全”的说法，会给孩

子的心理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啊。

于是，我拉过老公坐下，很认

真地“剖析”起来……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吃午饭。

饭桌上，老公不好意思地向儿子道

了歉，告诉儿子：“早上你的不小

心，只是一则生活上的小过失，算

不了什么，是爸爸不对，不该朝你

发火，你在其它方面还是很能干

的！”经此一夸奖，我看见儿子脸

上顿时“阴转晴”了，“精神头”也

上来了：“老爸，你说的是真的

吗？”

“当然是真的，老爸收回早上

说的话，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气

头上的话。希望你能原谅老爸。”

老公一脸的诚恳。

儿子顿时乐了，小脸笑成一朵

花，拿起一个大馒头就咬了起来

……

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我

暗自庆幸：多亏让老公跟孩子及时

道歉了。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

要学会正确看待孩子的过失，给孩

子以应有的鼓励和肯定，这样才能

使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儿子今年 9岁了，正在读小学

三年级，活泼好动，是一个喜欢捣

蛋的小淘气。由于不放心，每当老

师留了作业，我总是陪着他一起完

成。而且，儿子的科学老师经常会

留一些科学小实验的作业，每次我

都怕他不会做，或者做不好，总是

要求和他一起来完成科学实验，而

且总是否定他的想法。为此儿子很

是不满，总是说等下次老师留了科

学实验作业，不许我再帮忙，他要

自己开动脑筋，独立完成。

这次正好赶上“五一”假期，科

学老师留了一个利用家里现有的

材料搭建一条过山车轨道的作业，

要求过山车轨道线路不能太简单，

要有直线轨道和曲线轨道，小球能

滚完整个轨道还不能脱轨。我告诉

儿子：“这个作业比较难，而且很复

杂，需不需要我帮忙？”儿子却一脸

自信：“老妈，不用帮忙，我肯定能

完成。”我不放心地一再叮嘱：“这

次作业真的比较难，里面的要求也

很多，还涉及到高低、角度问题，还

要画设计图，你确定你能完成？”儿

子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你就放心

吧，我肯定能完成！”

但是，当看到儿子选择用 A4

纸搭建轨道时，我忍不住又在旁边

指手画脚起来：“A4纸太软了，还

薄，搭建轨道容易塌，你还是用硬

纸壳吧！”儿子一脸嫌弃：”老妈，

都说了让我自己来，你去屋里看电

视吧，我肯定能搭建成功。”看到

他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只好回到屋

里看剧。可是心里放心不下，就留

神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就不信不能成功。”“唉！怎

么 又 不 行 了 ，这 边 角 度 还 得 调

整。”我看着电视剧，可是耳朵里

却装满了儿子的自言自语，于是，

我蹑手蹑脚地探出头，看到小家伙

正忙得热火朝天，一会儿拿剪刀，

一会儿又用双面胶，过山车轨道已

经初具规模，A4纸搭建的轨道还

拐了四道弯，他还用他的拼装玩具

拼成支架，由高到低稳稳地架住了

A4纸做成的轨道，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看到他笨拙地舞动剪刀，我又

怕他伤到自己，想出去帮忙，可是

又想到孩子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再

次忍住了。

“老妈，老妈，你快来，我的轨

道搭建成功了！”过了约莫一个小

时的功夫，传来了儿子兴奋的大喊

声，我跑出去一看，一个两米多长

的过山车轨道呈现在我面前，虽然

纸张的裁剪不算完美，用双面胶粘

贴的地方也粗粗糙糙的，但是确实

是搭建成功了，而且小家伙还别出

心裁地在过山车轨道尾端插上了

一面旗子，搭建了一座小屋。不

过，小球能顺利的滚过去吗？儿子

看我怀疑的样子，便拿起一个蓝色

的小球给我实验起来，那小球骨碌

骨碌地从头滚到尾，顺利地通过了

四道弯，稳稳地滚进了儿子搭建的

小屋里。儿子兴奋地给我讲解制作

过程：“老妈，你知道吗？搭建过程

中最难的就是拐弯那里，刚开始小

球到第一个拐弯处就会卡住或者

停止了，我就一遍遍地改变拐弯处

的角度和高度，你看我是不是成功

了？”面对儿子兴奋自信的笑脸，

我向儿子竖起了大拇指：“儿子，

你太棒了！”

通过这件事我突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过去我不太信任孩

子，总是认为他还小，很多事情都

做不好，于是给他包办得太多，这

样下去只能让孩子变得“无能”。

其实，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如果

我们家长一味地因为他们动作笨

拙、速度慢而横加干预和否定，就

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扼杀他们

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所以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更需要鼓励和

放手，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的能

力，大胆地放手让他们去试一试，

闯一闯，允许他们去尝试，去犯

错，相信他们会在犯错中不断成

长和进步！

孩子刚满四岁，经常把玩具丢

得满屋都是。

每次我想要批评孩子时，母亲

总说孩子淘气很正常，长大了就好

了。听了母亲的话，我心想可能小

孩子都那样，于是也没怎么管他

了。所以，家里经常都是乱糟糟的。

有一天，朋友小伟来我家玩。

看到满屋一片狼藉，我不好意思

地对他说道：“孩子太皮了，每次

玩了以后也不收拾，我们帮他收

拾了没一会儿他又会弄得乱七八

糟。”小伟意味深长地说：“你家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家是干净温

暖的港湾，绝不是杂乱的储藏室，

让孩子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不仅不能培养他良好的生活习

惯，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可

是，小家伙太皮了，怎么说都不

听，该怎么办呢？”我提出了自己

的疑惑。“他做事情有条理吗？”小

伟问。我笑着说：“哪儿有什么条

理，他经常是放下这个、拿起那

个，玩什么都不专心。”小伟说：

“那你要好好培养一下孩子的秩

序感了，即使玩也要玩得有条有

理，不能做什么都是乱的。”小伟

还嘱咐我，要从小事做起，和孩子

一起改变。

以前，孩子吃饭时一定要在

客厅吃，还要一边吃一边看电视，

导致他每一顿饭都吃很久。有时

候，甚至还要大人给他喂饭。听了

小伟的建议以后，我和妻子、母亲

商量好以后不能惯着他，要让他

慢慢改变。之后，孩子的每顿饭都

在餐厅吃，我还会给孩子围上餐

巾，教他学会自己盛饭，自己夹

菜，自己用勺子吃饭。孩子一开始

还不适应，常常吃一会儿就要从

椅子上跑下来，想去客厅一边看

电视一边吃饭。每次，我都会阻止

他，并且告诉他，要把饭好好吃

完，才能去做别的事。经过一段时

间的培养后，孩子每顿饭几乎都

能自己吃完，吃完后还会自觉地

把碗筷放到厨房。我们从吃饭这

件小事切入，让孩子感觉到了吃

饭也需要有秩序感。

为了不让孩子把玩具扔得到

处都是，在孩子玩玩具的时候，

我会在旁边陪他，并潜移默化地

告诉他，无论玩什么都要集中注

意力，不想玩了的时候要把玩具

放回原处，再接着玩别的。渐渐

地，孩子也不再乱扔玩具了。而

且，每次当他自己独立地把玩具

收 拾 好 时 ，都 会 得 到 我 们 的 奖

励，有时候是一个点赞，有时候

是一个拥抱。

在整理房间时，我们也喜欢带

着孩子，让他在一旁看着，并告诉

他衣服应该怎么叠，生活用品应该

怎么收纳，书籍应该怎么摆放。都

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慢慢

地，孩子在我们的影响下，也常常

把他的小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布

娃娃放在枕头边上，连环画放在书

桌上，样样都整齐有序。

到游乐场去玩时，孩子也不再

到处疯跑了。每玩一个项目，都会

遵守秩序，先下后上，彬彬有礼，

不插队、不抢着玩，别的家长也都

夸他有礼貌呢。

我觉得，培养孩子的秩序感，

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曾听人说，孩子的成长要经

过三个叛逆期：两三岁的幼儿期，

七八岁的童年期，十几岁的青春

期。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青春

期。可是，十六岁的女儿却恰恰相

反，印象中她最叛逆的应该是幼儿

期，青春期反而比较平静。我想了

想，这或许与我愿意做她的听众有

很大的关系。

女儿小时候是我妈带的，跟我

的感情并不是很亲。直到小学高年

级时，我们俩的关系才开始亲密起

来。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有了自己

的心事，而我恰恰又乐意做她的听

众，所以，她什么都愿意和我谈，

我们俩似乎一下子就成了无话不

说的朋友。记得有一年寒假，老师

让读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女儿读完后，和我讨论了

很多关于人生与命运的问题。后来

她写了读后感，还在区里的作文大

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到了初中后，我们俩的这种亲

密关系更加明显。她每天晚上放学

到家后，都会和我讲讲学校里一整

天发生的事情。从食堂谈到教室，

从学习谈到友情，从爱好谈到人生

规划。初三时，她经历了求学路上

的低谷，学习成绩一蹶不振。那段

时间，她伤心、自卑、焦虑，内心甚

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过还好，她

依然愿意对我敞开心扉，让我走进

她的内心。在我的疏导与鼓励下，

最终她走过了那段低潮期，并以高

出分数线31分的成绩考上了市重

点高中。

走进高中的大门，女儿似乎一

下子又重新恢复了“元气”，学习

成绩虽然还是有些忽上忽下，但性

格却开朗了许多。每晚半个小时的

交谈，依然是我和女儿最期待的美

好时光。若遇周末，这种交谈时间

甚至会上升到两个小时之久。我们

可以从文学谈到历史，从哲学谈到

心理学，甚至还会谈到彼此的爱情

观。我知道女儿是把我当成了知

己，才会对我无话不谈。她每次热

情洋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时，无论对错，我都很少打断她。

只是间接地表达一下我的见解与

看法。这无疑使她更加愿意让我做

她的听众了。

现如今，已经读高二的女儿正

奔赴在高考的路上。她目标明确，

自信自律，满怀激情地准备迎接人

生的一次大飞跃。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一首诗中

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

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

生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

己的使命。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

是庇护他们的身体，而不是左右他

们的灵魂。对此，我深以为然。

女儿的青春期，在我的“润物

细无声”中平稳地向前走去。只要

她想说，我愿意做她永远的听众，

一辈子的知己。因为在这样的陪伴

中，我也得到了快乐与成长。

乐当孩子的听众
杨琼琼

亲爱的宝贝:
妈妈给你写的这封信，里面

的每一句话都寄托着妈妈对你深

深的爱，也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你

都能健康成长。

记得你第一次离开妈妈上幼

儿园，别的小朋友大多哭得“地动

山摇”，有的小朋友甚至让家长在

幼儿园陪读了一个月才适应，而

你 却 遵 守 了 我 们 之 前 做 好 的 约

定，在幼儿园听老师的话，做一个

乖宝宝。

你的适应能力很强，让我欣慰。

你第一次做值日生时，为同

学们发放碗筷，从老师发来的视

频看，虽然动作有些不协调，但你

没有胆怯，没有畏缩，而是积极乐

观地为同学们服务。我把你的值

日视频发给家人看，家人都伸出

大拇指为你点赞！表姑还说，你就

像一个小管家。

你的能干，让全家人称赞。

一次，你在外婆家玩耍时不

小心摔倒，眼角撞到了门槛，撞了

好大一个口子。听到你撕心裂肺

的哭喊，妈妈很痛心。到医院后，

按照医生的吩咐，爸爸按住你的

头，我抱着你的手臂，外婆搂着你

的脚，虽然医生一边缝针一边哄

你，但没有作用，你还是痛得哇哇

大叫。不过缝完后，你很快就停止

了哭泣，离开的时候，还和医生说

了谢谢。

你的坚强，出乎我的意料。

你有时候很机灵。一次，你问

我要小被子，我忙着做其它事情，

便顺手在背后沙发上拿了一块帕

子给你，结果你瞬间不满地对我

说：“妈妈你敷衍我，这是擦脚的！”

有时候你也很调皮。晚上有

时候睡不着，说要起来上厕所。我

把你抱到厕所后，你就开始一个

人念念有词：“加油，加油……”我

问 你 究 竟 上 不 上 ，你 居 然 回 答 ：

“我在加油！”让我哭笑不得。

懂事乖巧的你也有很多小毛

病。比如在车上，你总是不老实，

每次叫你乖乖坐好你都不听，因

此你经常撞到自己。有一次，你还

不小心撞到我，我说：“你撞到我

了，好痛！”你竟回答说：“不能怪

我，是爸爸开车太摇晃。”

你也有胆小的时候。白天在

田里看了青蛙，听了青蛙的故事。

晚 上 就 做 恶 梦 被 惊 醒 ，哭 着 喊 ：

“青蛙，血，爸爸！我梦到青蛙流了

好多好多的血。”然后就硬要睡到

爸爸和我的中间，你说这样你才

不会害怕。

其实，你的故事还有很多，妈

妈想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待将

来的某天让你看到，让你能感受

到妈妈对你满满的爱意！然后带

上爱，用乐观、坚强又勇敢的态度

去迎接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挑战！

爱你的妈妈

很 多 父 母 都 有

这样的经历，生活中

除了会遇到孩子常

见的咽喉疾病，无论

怎样小心翼翼还是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

小意外，父母要掌握

这些常见问题的应

对方法，守住孩子的

健康和安全。

1.咽异物

当 患 儿 有 明 确

进食鱼骨、坚果、鸡

骨等尖锐食物后出

现咽痛、咽异物感，

较小的患儿有流口

水、拒奶等表现时，

要高度怀疑咽异物

的可能。

一旦发现异物，

喝醋及咽馒头、米饭

并不是好的办法，在

吞咽运动的挤压下，异物反倒有可能

卡得更深，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2.喉、气管、支气管异物

当患儿有明确的异物吸入，出现

阵发性咳喘症状；或者当出现突发咳

嗽、慢性咳嗽，经治疗无效或治疗有

效但病情反复时；以及同一部位的反

复肺炎或肺脓肿，需考虑异物进入支

气管的可能。

小儿呼吸道异物是很危险的急

症，尤其是当气道发生完全梗阻时，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现场开始急救，对

1岁以内的孩子可采用背部叩击胸部

按压法，1岁以上的孩子及成人采用

海姆立克急救法（腹部冲击法）。

如果气道不是完全梗阻，则应立

即送到有条件的医院，这些医院有经

过专门训练的耳鼻喉科医生和一定

的设备条件，可在全身麻醉下用气管

镜取出异物。应注意在送往医院的过

程中，一定不要吃喝，以便医生能尽

早手术。

家长们一定要注意，疾病重在

预防：

(1)教育孩子不要随意把硬币、纽

扣、小玩具等物含在口中玩耍，以免

误吸入气管。

(2)告诉孩子进食时不能打闹、说

话，以防食物呛入气管。

(3)不要随意喂婴幼儿块状食物。

(4)谨慎让3岁以下的小孩接触到

花生、瓜子、松仁等坚果类食物。

(5)虽然果冻引起气管异物的发生

率不高，但一旦发生，往往后果严重，

所以在给孩子食用时要特别小心。

(6)不要让孩子躺在床上吃东西，

或含着食物睡觉。

(7)加强对昏迷及全麻下患儿的

护理，防止呕吐物进入下呼吸道。

3.食管异物

食管里卡住了异物，具体的症

状根据异物的种类、形状、大小及异

物的停留部位、时间不同而有所不

同。儿童多表现为哭闹不安、流涎、

拒食、吞咽疼痛等，有的小朋友表现

为仅能喝水、喝奶而不能进干食。时

间长了，炎症反应重，就会出现发

热、颈部肿胀、颈部运动困难，甚至

出现呼吸困难。低龄的儿童往往叙

述病史困难，而有的家长疏于照护，

就诊时间往往较晚，因此并发症相

对较多，其中纽扣电池食管异物最

为危险。

对于食管异物的诊断多需影像

学或是食管胃镜检查进行明确，一旦

明确诊断，应及时取出。一旦有可疑

的异物吞咽史，家长需立即带患儿到

医院就诊。

4.咽喉烫伤及化学性腐蚀伤

在儿童意外伤害中，由于小朋友

性情急躁、父母照顾不周等原因，可

能会出现误喝沸水或进食烫热的食

物等情况，导致咽喉部烫伤。还有的

小朋友会把酸碱等腐蚀性液体当成

饮料喝下，出现咽喉部黏膜化学性腐

蚀伤。

如果不慎发生沸水咽喉烫伤或

者误吞化学腐蚀性液体，应尽快送到

有条件的医院进行处理。应密切注意

有无呼吸困难，以免延误抢救时机。

（人民网 张杰 王桂香 杨小健 张
雪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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