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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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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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伴读治“假期病”
夏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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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

2021 年高考已过去一个多月
了。这一个多月来，关于高考的各
种新闻，一定在你的心中激起不小
的波澜，带给你许多新的思考。

还有一年，你也将步入高考的
考场。作为父亲，我也有望子成龙的
愿望，但是，我更想你能健康快乐成
长；人一生，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贵
在他的责任心，而并非学习成绩。因
此，我想告诉你的是，成绩可以不优
秀，但人生不可无责任。孩子，只要
你学习尽力了，即使最终没有取得
优秀的成绩、考上理想中的名校，这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
你要始终牢记并认真践行不能失去
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
那一份应有的责任。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做
人，首先不能忘了对自己、对家庭
的那份责任。对自己负责，你现在
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护好
自己，增强体质，养成好习惯，树立
好品行，学习好文化。当然，对自己
负好责，同时也是对家庭负责，而
对家庭负责，你现在还能做也永远
不能忘的，是尊敬长辈、孝顺父母。
孝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
是我们家庭一以贯之的家风所在。

这些年，你也亲眼看见了，爸妈是
如何赡养老人的，这一切，就是所
谓的孝行，也是为人子女的份内之
责。17 年来，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
生活，享受更好的教育，树立好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作为
父母，我们一直默默承受着家庭的
重担，这些所作所为，都是爸妈对
家庭、对孩子应该也必须要担负的
责任。我相信，孩子，你长大后，一
定会比爸妈做得更好！

我还想告诉你，做人，还必须
有一份对社会的责任。生活在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孩子，你是幸运的。
当年，爸爸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还在农村，生活过得比较窘迫。孩
子，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啊！可以
说，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和谐美好社
会的存在和给予。因此，对你而言，
要常怀感恩之心，感恩你身边的每

一个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你
才拥有现在安全、舒适、无忧无虑、
多姿多彩的生活。我相信，孩子，等
你长大了，你也一定会比爸爸做得
更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孩子，
你生于斯，长于斯，快乐幸福于斯。
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应该牢记和担
当起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现在你
能做到的，就是从现在做起，从小
事做起，为善小而不为恶小；要时
刻擦亮眼睛，自觉抵制和大胆驳斥
社会与网络上那些居心叵测、抹黑
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为与
言论；要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与国
家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树立“国兴我荣、国衰我耻”的理
念，增强“精忠报国”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对国家负责，为国家作贡献，
并非一定要当政治家、科学家、外

交家，像爸爸一样，只要是全力以
赴做好了本职工作，其实都是在为
国效力的。

言尽于此！搁笔之时，爸爸再
送你一句刘禹锡的名诗：千淘万漉
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加油吧，
孩子，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承担
属于自己的责任！

最爱你的爸爸

读小学三年级的侄女圆圆期终考试
得了“双百”。大哥大嫂获悉后，高兴地在
饭店里摆了一桌，以示庆贺。“圆圆真棒，
双百！这回，咱把那个张XX给比了下去，
她才考了第三名！”席间，大嫂掩饰不住一
脸的兴奋，当众宣布。孰料正在喝饮料的
圆圆猛地放下杯子，大声说：“你们的嘴边
总是离不开张XX！总是拿我和她比，她是
我的参照物啊？！”不待众人回过神来，圆
圆已忿然离席，留下满桌人莫名其妙地愣
在那里……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长在夸奖孩子
时，都犯了我大嫂这种“夸赞通病”：夸之
不当，赞之不妥，结果一番好心却没有收
到预期的好效果。其实，夸奖孩子也是一
门学问，既要掌握一个尺度，又要讲究一
定的技巧。

恰如其分。家长夸赞孩子时，最忌讳
大而全的“太平洋”式夸奖，那样会使受到
夸奖的孩子茫然无措。比如孩子画的小鸟

很漂亮，父母在夸赞
时，就要直接说：“呀，
你这只小鸟画得真好，
太漂亮啦！”而不能笼
统地夸赞：“哟，孩子，
你真有艺术天赋，瞧这
幅画，画得多棒！”一幅
画画得好，不等于孩子
就是智商高或具有艺

术天赋。这种“戴高帽”式的夸赞无异于鲁
迅先生所说的“捧杀”，对孩子未来的成长
是十分不利的，也极易使孩子养成爱虚荣
的不良习惯和心理。

不攀不比。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
姆雷特，那么，一千个父母的眼中也就有
一千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孩子
都是唯一的，因此，父母在夸赞孩子时，切
不可把他与别人等同起来而相互攀比。孩
子们都有自尊心，“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
火！”攀比式的夸奖，不但收不到预期效
果，反而会增加孩子内心的反感。因此，做
家长的，要对孩子多做“纵向比”，少做“横
向比”。

掌握尺度。父母的夸奖对孩子而言恰
如施肥：肥量恰当，才能稳妥而科学，收到
肥效；而施肥过多或过少，都会给孩子的
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父母在夸奖
孩子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尺度，既不能盲
目地“拔高”夸奖，让孩子被夸得“找不到

北”；也不能吝啬自己的夸奖，对孩子的进
步和成长熟视无睹。该夸则夸，要实事求
是地夸，既不要放大孩子的优点，也不要
忽视孩子的缺点而只看到优点。这不利于
孩子的健康、均衡成长。

当面夸奖。孩子应当得到夸奖时，家
长就应当着众人的面前及时夸奖孩子，
而不能事后夸奖。那种“马后炮”式的夸
奖，往往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孩子和成
年人一样，也有被肯定和被赞赏的欲望
和需求。当众赞赏孩子，等于肯定了孩
子的成绩和优点，点亮了孩子的自尊心
和上进心，对孩子而言，其实是给予了
双倍奖赏！

推陈出新。作为家长，要善于发现孩
子身上的优点，这是一门基本功。做家长
的，要经常发现和挖掘孩子身上的优点和
潜能，一旦发现了某一方面的优点，就要
对孩子进行及时的夸奖，而且这种夸奖要
不断转移到新的优点上去。绝不能反反复
复地就孩子某一方面的优点进行夸奖，比
如孩子爱劳动，家长就不能三年五年内，
一直夸孩子“爱劳动”，那样做，被夸奖的
孩子在心理上也会产生“夸奖疲劳症”。正
确的方法应该把目光投向孩子身上的其
它优点，比如夸奖孩子自己学会整理房
间，自理能力强了等等。这样，孩子在受到
夸奖时，心理上才会产生一种“被发现”的

“新鲜感”。

夸奖
也要讲“技巧”
钱俊男

近日，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放下书
包，正式迎来暑假。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儿
子也是一位“网瘾儿童”。因此，一到放假
就成了我和妻最为头疼的时候。

和很多家长一样，我和妻都是上班
族，对孩子白天宅家的行为没有管控能
力。妻子心生一计，以培养特长、增加艺
术素养为名给孩子报了几个兴趣班。孩
子天性贪玩，但并非无心向上，骨子里的
好强让他乖乖“被俘”。孩子收拾好书包，
怏怏地离开家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
和妻子默默击了个掌。

首战告捷，我和妻的士气陡然上涨。
可仅仅过了一天，意料之外的剧情就出
现了。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闲着无聊，便
在手机上浏览网页，妻子做完饭后也在
不停地刷抖音。儿子兴趣班放学回到家，
饭毕后拿起电话手表准备邀约同学打网
游。我不悦道：“玩游戏容易成瘾，你可不
要上瘾啊！”

“爸，我放假了总该放松一下吧？你看
你和妈妈，不也常常玩手机么？”孩子一脸
不服。

我一时无语，只能任由他继续玩网游
了。他拿出平板电脑，登陆页面后，投入地

玩起了一款网游。按照游戏规则，他不断
地在线上组织多人连线，一起对抗敌人，
一局下来少说20分钟，多则半个多小时。
在我的屡次提醒下，他好不容易把闹钟设
定为半小时。然而时间到了，他依然打得
不亦乐乎，并且对我解释：“爸爸，别着急，
还有两分钟就结束啦！”说完，他依然没有
放下平板电脑的迹象。

看着孩子的心灵世界被网游“攻陷”，
我和妻忧心忡忡。我们上网查阅了相关资
料，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孩子热衷于网游
的背后，也许正是内心孤独的表现。作为
家长，多一点时间陪伴便可以帮助他战胜
孤独，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就
是最好的爱。

一番商量之后，对于治疗孩子的“假
期病”，我俩大致有了一套方案。当晚，我

们制定了“假期阅读计划”。妻子先是在
QQ上请教孩子老师，然后购买了相关书
籍。书籍购回后，每当晚饭过后，我和妻
便自觉放下手机，拿书来读。我和孩子在
书房读，妻子在卧室读，雷打不动，每晚
坚持。有时，全家分时段阅读同一本书，
读完谈谈有趣的故事情节，一家人其乐
融融地分享彼此感受。偶尔，我们还会尝
试分角色朗读，锻炼孩子的思维和语言
表达能力。因为家里有读书时光，家庭关
系更加温馨和谐了，孩子也没时常念叨
网游了。

书籍是我们家庭的良师益友，与孩子
一起阅读，成为我家行之有效的育儿经。
面对孩子的网游成瘾，亲子时间的投入和
心无旁骛的关注，就是送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

下班刚回到家，
妻子就向我报喜：

“咱们儿子写的文章
登报了！”我惊喜地
问：“什么文章？”妻
子说：“就是你前段
时间投寄的那篇。”
我想起来了，前段时
间，我曾经把儿子写
的文章发到报纸邮
箱，最初的那几天，
我天天查看我的电
子邮箱，翻阅报纸，
总是不见消息，后
来，我就淡忘了。我
说 ：“ 你 怎 么 知 道
的？”妻子朝儿子努
努嘴：“问他。”我摸
摸儿子的脑袋，欣喜
地说：“好小子，有出
息了。”儿子的脸上
洋溢着抑制不住的
兴奋：“昨天黄老师
告诉我的。”我说：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
说？”儿子的喜悦跑

到九霄云外，有点生气又有点胆怯地
说：“你昨天晚上发火，我不敢说。”

昨天晚上，妻子带儿子外出吃饭，
虽说早已告诉了我，但我天黑回家时，
锅冷碗寒，再加上这段时间单位事情繁
多，也受了点委屈，我的心情已是凉冰
冰的，胡乱地填了肚子。他们回来后，我
莫名其妙地就发了一通火。妻子没作
声，儿子更不敢吭气。这事我忘了，可孩
子还记得。我有些愧疚地说：“来，让爸
爸看看。”

儿子抱出报纸，他急急地翻阅着，
很快，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
一篇文章对我说：“爸爸你看，就是这
篇。”说完，他捧起报纸，郑重其事地读
起来：“《我爱家乡的茶干》，作者；浦口
区新世纪小学六（4）班袁……”那严肃
而又认真的模样，如同鉴赏家在欣赏一
件珍宝。

望着儿子天真而又诚挚的脸，我有
些自责，责怪自己平时的乖张易怒，责
怪自己平时由于工作繁忙而对儿子未
曾多给予关爱，责怪自己平时挂在嘴边
的“孩子的成长靠自己”的不负责任的
话。在那一瞬间，儿子成长的一幕幕像
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他
小时候被鱼刺卡住却没有哭闹，想起了
他练习骑自行车时一次次跌倒又爬起，
想起了他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后仍坚持
阅读课外书籍，想起了他由于作文较好
多次获奖……孩子的成长之路其实也
不容易啊，没有他自身的努力与坚持，
没有他不懈的追求与信念，怎么会让同
学羡慕，老师高兴，家长自豪？

很多时候，大人是根据自己的性格
兴趣、经验阅历来刻意要求孩子按照自
己的意愿做事，或是由于大人之间的不
切实际的比较而让孩子过早地成熟，肩
负沉重的负担，也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世
俗庸夫，有了一点不如意就把气撒在孩
子身上。可是，你是否曾想过，孩子也有
思想，很多时候，在大人的怒火与冷淡
之中，孩子的灵性、天真就这样一点一
滴地丧失了。

我摸摸儿子的脑袋：“对不起，爸爸
昨天不该发火。”儿子歪歪小脑袋，甜甜
地笑了。

那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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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应
该
发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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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每天叮
嘱孩子，不要驼背，要
挺胸抬头！唠叨的背后
是担心孩子的不良姿
势影响今后的生长发
育及外观。事实上，过
度强调挺胸抬头也是
不科学的。

有些家长比较紧
张，担心孩子的不良坐
姿和站姿会影响骨骼
发育。事实确实如此，
长时间的姿势不良可
能会形成高低肩、驼背
等，甚至不同程度的脊
柱侧弯，严重的背部畸
形，还会使心脏和肺的
发育受限，诱发近视、
斜视等。因此，让孩子
从小养成正确坐姿，维
持骨骼的健康发展，不
仅仅是在外形上减少
驼背，还可减少筋骨疲
劳 ，减 少 受 伤 的 可
能性。

为什么说一味强
调挺胸抬头不科学？这
是因为，人体脊柱存在四个生理曲
度，胸椎本来就是后凸的，让孩子
过度挺胸反倒扰乱了正常的生理
曲度，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有的孩
子不是驼背，而是平背，这样就更
不应该挺胸了。所以，真正需要挺
的只是“胸12、腰1”这两个部位。

“胸12、腰1”位置很好找：对女孩
子来说，就是穿胸罩或运动背心下
缘的地方；对男孩子来说，就是整
个躯干正中间的地方。再简单点，
就是在坐直或站直的基础上，收住
肚子就可以了。这个姿势能让“胸
12、腰1”两个部位稍前突，有效维
持脊柱正常生理曲度。

实际操作中，还要让孩子养成
这样的姿势习惯：

1、坐正坐直。身体不过度挺胸
或后仰，不驼背，不耸肩或歪斜，坐
着即可。屁股坐满椅子并使身体跟
大腿成90度~95度，必要时可以拿
一个靠背垫协助孩子坐好。

2、调整座椅高度。座椅要能够
调整高度，座椅高度应调整到使手
肘能与桌面同高，或是略低于桌子
5厘米以内。坐好后，身体离桌子约
一个拳头的距离为佳。双手摆放在
桌上时，手肘可自然弯曲成100度
~105度，即为良好的桌面高度。

3、确认双脚能舒服的平放地
面。检查孩子的大腿与小腿能成90
度~105度角，同时双脚又能舒服
地平踏地面，这样坐起来既有稳定
感，两脚也不会酸。如果双脚无法
舒服地平放地面，千万不要回头调
低椅子高度，因为椅子高度要配合
桌子高度。此时可以买一个脚踏板
弥补落差。

4、善用看书架。若要看手机荧
幕、看书（可使用看书架），宜将其
置于视线平行处，或略低于视线15
度~20度角。上下臂之间也尽量维
持90度角，此时肩颈应该是放松
的才对。 （《生命时报》谢明霞）

玩具每周
消毒一次

夏季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
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孩子接
触最多的玩具是潜在隐患，建议每
周给玩具消消毒。

塑料玩具可先用洗衣粉、洗衣
液清洗，然后用消毒液泡20分钟，
之后用清水洗净；牙咬等硅胶玩具
经常与孩子的嘴巴接触，消毒最好
放到锅里煮一下；不锈钢、铁制玩
具可以直接用热水泡，之后在阳光
下暴晒杀菌；耐湿、耐热、不褪色的
木制玩具，可用肥皂水浸泡后用清
水冲洗后晒干；毛绒玩具细菌多，
灰尘多，要经常用消毒液清洗暴
晒。另外，孩子玩完玩具，家长一定
要监督其洗手，养成好习惯。

（《生命时报》刘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