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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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
开户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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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睡前，女儿安安闹情绪，不
肯坐好让我为她把头发吹干。我便
不再理会她，自己先去洗澡。洗完
澡后，发现她依然带着一头半湿的
短发躲在被窝里。我不满意她没有
自己动手把头发吹干，于是一边责
备她，一边继续帮她把头发吹干。
过后，她脸上挂着两行泪，生着闷
气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然后才心
不甘情不愿地进房睡觉。

看她生气的样子，就像看到自
己生气时的模样。我耐不住性子又跟
着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她蜷着身子躲
在被子里，我摸了摸她，发现她浑身
依然紧绷着，我就知道她还在生气。

我跟她说带着生气和愤怒睡
觉的坏处，除了无法好好入睡，哪
怕睡着了也无法一夜好眠，这对第
二天的情绪与精神都不好。我看她
听得似懂非懂若有所思，便问她你
还要继续生气睡觉吗？她摇摇头。

我便亲了亲她再抱了抱她，陪
着她一起睡觉，不再跟她说对与
错，而是好好安抚她，让她能安稳
地入睡。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跟孩子讲大道理不如从她的实际
行为出发，给她分析“利弊”，让她
体会到这些大道理下与她息息相
关的“小道理”。孩子有些时候确实
会有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想法与
举动，给父母带来麻烦。成人有时
候就会轻易地下论断，说孩子“不
听话”“顽皮”“故意捣蛋”。碰到这
种情况，作为家长，除了要想办法
跟孩子沟通，其实也要站在孩子的
角度感觉一下他们的想法和愿望。

我知道女儿安安不想把头发
吹干的原因。平素我让她洗完澡吹
完头发就赶快去睡觉，因为她爱磨
蹭，在洗澡和吹头发的时候喜欢一
边玩一边做，花费的时间就会很

久，这么一来二去，很快就到了我
们约定的睡觉时间了。自然她就会
觉得，吹了头发就要上床睡觉，自
己不能玩了。在反省中我想到，如
果我们想要孩子接受一个观点，从
情绪上入手最容易。可以通过问答
的方式，让孩子去思考，而不是摆
一通大道理就想让孩子立马理解。
比如湿着头发玩闹不好，这样玩得
不尽兴，也有可能会感冒。如果她
自己会合理安排吹头发的时间，比
如说自己先用毛巾把头发擦干一
些，那么吹头发的时间就缩短了，
她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也就变多
了，从中让她自己决定并判断要如
何做才能争取到时间玩耍。

教育孩子首先要完善自己，爸
妈要口头少讲道理，行为符合道
理，多从孩子的实际行为和想法出
发，将道理“化大为小”，让孩子感
受到大道理下的“小道理”。

亲爱的儿子：

你好！
2013年11月16日，在这个本是普

普通通的日子，你来到我们身边，比
预计早了一个月。当妈妈躺在手术室
床上，在半清醒的状态下，我听见一
声嘹亮的啼哭，那声音是那么的悦耳
动听，让我无比欣慰。在医生进行了
一系列的检查后，你比妈妈早一些离
开手术室。手术室外，爷爷、奶奶、外
婆和爸爸还有其他的家人都在等待你
的降临。因为你是早产儿，你的情况
牵动着家里每一位成员的心。爸爸后
来告诉我，当护士阿姨把健健康康的
你抱到家人面前时，所有人都流下了
欣喜的泪水，那是多么温馨的一幕

啊！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小小的你，大
家害怕你冷、你饿或不舒服，所有人
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

当你一岁两个月了，妈妈开始
给你断奶。在断奶之前我做了好多
准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断奶断得
那么顺利，没有哭闹，半夜肚子饿的
时候就哼唧几声，妈妈马上把奶嘴
放到你嘴里，你就开始吸吮，就像是
你以前每天都吃奶瓶一样，是那么
乖巧、那么可爱，简直是妈妈贴心的
小天使。

你第一次叫妈妈的时间很早，八
个月就会咿咿呀呀地叫妈妈了。还记
得你第一次走路是那样的颤颤巍巍，
是那样的小心，两只小胳膊就像要起
飞一样，小嘴抿在一起，努力地跨出
第一步，我还特意给你拍了张照，现
在也会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你的成
长是那样快，转瞬之间你就要到幼
儿园里去了，我们大人还在担心你
会不适应，担心你会不会好好吃饭，
担心着幼儿园里的一切。爷爷带你
去报名，他想着你会哭闹，还预备回
家带你好好玩玩，安慰你，结果你很
勇敢就跟着老师去教室了，这让他

欣慰不已。放学后，回到家里你喋喋
不休地说着幼儿园的事，让我们“大
跌眼镜”，你总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
的惊喜。

后来你上学了，学会自己的事自
己做了，也学会帮妈妈照顾妹妹了。
自从有了妹妹后，你总说爸爸妈妈偏
心，更关心妹妹。我们其实一样疼爱
你俩，只不过你是小男子汉，妈妈希
望你未来更勇敢坚强，对你的教育自
然比妹妹要严厉一些。

孩子，爸爸妈妈希望你能做一
个正直善良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你现在还小，爸爸妈妈相信
你 一 定 会 明 白 我 们 对 你 的 一 片 苦
心，未来的路要靠自己打拼，希望你
能健康平安快乐地长大，努力实现
自己的理想。

孩 子 ，我 们 相 信 你 是 最 棒 的 ，
加油！

爱你的妈妈

对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
话的解释和出处历来有争议。在通俗意
义上的理解为“连一间屋子都不打扫，
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我深以为然，
在教育孩子时，我也把这句话奉为圭
臬。一个人假如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
懂得如何料理，怎么可能指望长大后能
够独立生存呢？离开家庭后，家长又怎
么能放心呢？更不用说实现宏图大志、
对父母尽孝奉养了。作为家庭的一份
子，有一定行为能力的每一个人都应该
分担一定的家庭劳务。

女儿六七岁时，我教会她怎么把自
己卧室里的东西归类收放、清理打扫
后，就跟她说：“这是你的屋子，妈妈以
后就不帮你打扫了。你已经长大了，也
知道该怎么做了，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帮她打扫整
理过房间。可想而知，她的房间经常是
乱七八糟的。

不过我也有一招治她：“这个周末
要不要请你的朋友来家里玩？”她通常
是兴高采烈地回答“要”。“那你的屋子

这么脏乱，让你朋友看到怎么办？”
不用我再多说，在她的朋友到来之

前，她总是会让屋子恢复原样，我也会
在旁边指点她怎么收拾更省力，不会立
马就乱。这培养了她“自己的事情要自
己负责”的意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她收拾的速度也在提高。

女儿十岁时，我教会她怎么做简单
的早餐和怎样设置闹钟后，就告诉她：

“妈妈每天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需要
休息。以后你早上自己听着闹钟起来，自
己做早饭，妈妈已经把注意事项写在冰
箱上了，你不用自己开火做饭，只需要热
一下就行，想吃什么可以提前给妈妈说，
妈妈跟你一起准备你的早餐。然后自己
到门口上校车去学校，好吗？”她爽快地
点头同意了。

从那以后，女儿有时起得早，会做
比较丰盛的早餐；有时她起得晚，来不
及吃早餐就匆忙走了。我并没有因此改
变约定，只是告诉她晚上睡前，可以为
第二天的早餐怎么做准备，也可以准备
一些三明治等比较方便的食物。

也是在她十岁时，我教会了她出远
门前怎样给自己准备行装，然后便不再
插手了。一次女儿班上组织去海边远
足，要住两晚。我看她准备行装时没有
厚一点的衣服，便提醒她说海边风大，
昼夜温差较大，最好是带件厚外套以防
万一。她听不进去，反而反驳我说：“只
有你这样年纪大了的人才会怕冷，我才
不怕冷呢！”

我听了后就没再吱声，随她去。我
心想与其对此絮絮叨叨或强迫她带
上外衣，不如让她撞一次南墙。即使
这次冻感冒了也总比她永远都不懂
得如何照顾自己要好。果不其然，她
被冻得不轻，鼻涕喷嚏、眼泪咳嗽齐
上阵，回来后折腾了几天才好转。但
也正因为这次惨痛的教训，她从此学
会了怎样为可能出现的坏情况做
准备。

让孩子从小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
自己负责，扫干净自己的屋子，照料好
自己的生活，才能勇敢出发去追求自己
的理想。

我家楼下有家小吃店，儿子特别
喜欢吃他家的馄饨面。

之前，我带着儿子去吃饭。小店生
意挺火爆，我们在里间找了一个卡
座，给他点了馄饨面，我要了一份
炒面。

儿子四岁多了，正是顽皮的年龄，
吃个饭也坐不住。刚吃两口，就兴奋
地在座位上蹦来蹦去。我忙制止他，

“欣欣，快坐下来，好好地吃饭啊。”
儿子听劝，坐了下来，继续吃面。

可没吃几口，又不安生了，一边吃，一
边拿着筷子、勺子，敲敲打打。一不小
心，把手里的勺子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生气地瞪了他一眼，儿子知道
自己闯祸了，这回可老实了，乖乖地
坐在那里吃面。我趁机教育他“吃饭
的时候，就要有吃饭的样子，要守规
矩。饭桌上不能敲敲打打，也不能
大声喧哗，会影响到别人，那样做
不礼貌。”

儿子眨眨眼，认识到错了。“爸
爸，对不起！”他歪着脑袋，一边说，一
边在我身上蹭。

结账的时候，我问老板多少钱？老
板说16元。我说：“刚才孩子不小心打
碎了一个勺子，多少钱，我赔给你。”
老板刚才忙里忙外，加上小店里嘈
杂，根本没听见，也没当回事，就笑着
摆摆手说：“算了，算了，都是老主顾
了，小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而我执意要赔勺子钱，因为我要
让儿子知道，做错事了，就要为自己
的行为买单。

人生就是如此。“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会犯错，

何况是孩子。犯错是孩子成长的必然
过程。犯错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
父母如何看待孩子犯错，采取什么方
式处理，这才是关键。

我在公园里，见过有的孩子剥了
橘子皮，随手一丢，家长就在旁边，却
熟视无睹，不加制止。有的家长推电
动车时，不小心带倒了旁边的自行
车，看看四周没人注意，也不去扶起，
急匆匆带着孩子扬长而去。他们可能
觉得这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没想到自
己的行为准则势必影响着孩子的为
人处世，而一旦习惯养成了，就很难
改正。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家庭者，
人生最初之学校也。”我们也常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
孩子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孩
子的道德品行、理想情操、性格养成、
生活习惯、动手能力、言谈举止、礼貌
规矩等方面都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爱孩子与立规矩，从来就不矛盾。
一个家，既要有温暖，也要有规矩。中
国有句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有了孩子后，我也在不经意间延续着
父辈的谆谆教导，在潜移默化中把家
风家训植入孩子的心田，规范孩子的
行为，让他诚实、慎行、自律，框定一
些“红线”，告诫孩子绝不能踩，“有所
为而有所不为”。

同时，我努力地为孩子树立榜样，
凡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地践行家风家训。当孩子犯错时，绝
不袒护推诿，而是让孩子学会承担责
任，拥有直面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别急着
打断孩子说话

身为父母，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
样的经历：平日里小孩子说话“叽叽喳
喳”，觉得吵，就总打断，让其闭嘴；又
或嫌孩子说话表述不清，没耐心听完
就抢着替孩子说。

家长经常打断孩子的话，其实对
孩子的成长不利。在幼年阶段，孩子看
世界的思维与成人不同，所以说话的
方式也颇为不同。父母没有耐心听完
孩子的话就断章取义，可能会打击孩
子的自信心，也会挫伤孩子的好奇心、
求知欲。此外，由于家长的打断，孩子
的说话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日后更
容易说话不流畅，缺乏逻辑性。

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家长没听
完就主观臆断，容易误解孩子。青春期
的孩子自主意识增强，不让孩子充分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意打断或粗暴压
制，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会激起抵抗
情绪，产生逆反心理，与家长对着干。
此外，这样还会关闭亲子沟通的渠道，
让家长难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所
以在与孩子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耐心倾听。当孩子说话时，家长
不要心不在焉，要专注地倾听，听孩子
说完。在倾听的过程中，可以用眼神与
孩子交流，还可以辅以肢体语言，赞许
之处点点头，或伸出大拇指。

2.别急着下定论。不要没听完孩
子的话就马上下结论，随意指责孩子。
要听完再做判断，如果确实有不妥之
处，家长也要平心静气与孩子交流。

3.呵护童心。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学会以童心看世界，不轻易否定孩子
的梦想，不折断孩子想象的翅膀。尤其
对于年幼的孩子，给其充分锻炼语言
表达能力的机会很重要。

4.营造平等交流的轻松氛围。家
长要与孩子平等交流，尊重孩子的话
语权，不搞一言堂，不粗暴压制孩子的
意见，要让孩子畅所欲言。

5.改变交流模式。有不少家长与
孩子交流时，总是“我说你听”的模
式。其实，家长也要耐心倾听，多给孩
子表达自我的机会，这样更能了解孩
子，孩子也乐意与家长谈心交流。

（《生命时报》琚金民）

如何安抚
打疫苗的娃

疫苗是人们预防疾病的重要手
段，但对于家长来说，每次带孩子打疫
苗都是个不小的挑战，有时候还没开
始打针，孩子就已嚎啕大哭。对此，有
以下几招，可帮家长解忧。

1.先帮孩子平静下来。打疫苗之
前，尽量让孩子保持放松、平静。比如
教孩子做深呼吸，或者阅读书籍等，不
要让孩子进行剧烈的运动或者处于较
为兴奋的状态，以免注射疫苗时情绪
过于激动，难以控制。

2.打疫苗时多和孩子说话。打疫
苗时和孩子多说说话，有助于转移孩
子注意力，减轻恐惧感。也可以随身携
带孩子喜欢的玩具或物品，帮助孩子
缓解紧张情绪。

3.抱抱孩子。很多孩子打完针以
后会因为针眼处的些许疼痛感而嚎啕
大哭，此时家长不妨抱抱孩子给予安
抚。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父母的拥抱
能给予安慰，让他们快速平静下来。

4.打完针后多赞赏。除了拥抱，父
母还可以多说一些认可、赞许的话作
为鼓励，比如“你真棒，竟然做到了”

“已经完事了，你好厉害啊”等。最好不
要说“没事，不疼”“打个针不至于”之
类的话语。加拿大约克大学心理学家
发现，相比于认可、赞赏的话语，把经
历说得轻描淡写反而会增加痛苦感。

5.别表现得不耐烦。若孩子因打
针哭闹不已，家长要有耐心，千万不要
不耐烦，更不要训斥孩子，否则只会让
其更加恐惧打针。研究显示，帮助儿童
成功地应对与注射有关的痛苦，能降
低他们患上打针恐惧症的概率，并避
免未来接种其他疫苗或接受医疗护理
时产生恐惧感。（《生命时报》刘彦弟）

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很重要
黄宗慈

“快点穿衣服，要不就迟到
了。”“快点吃饭，你倒是大口吃
呀。”不久前，楼上搬来了一家三
口，年轻的妈妈每天早上6点整准
时亮出她的大嗓门。她的声音成了
我和女儿的闹钟，听着那急促、尖
锐、响亮的女高音，想赖床都难。

周末的时光总是最幸福，睡懒
觉成了我们一家雷打不动的习惯。
只是没想到，楼上妈妈连周末也不
放过。“快点，兴趣班快来不及了。”

“吃不完别吃了，快点”。
女儿抱着枕头，苦着脸，睡眼

蒙眬地跑到我房间。“老妈，你能不
能给楼上阿姨说一下，让她小声

点，我好困。”女儿缩在我的被窝里
继续睡了起来。

说来奇怪，听着楼上妈妈每天
催促的声音，我更多的却是不忍，
很多时候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女儿读初中了，她早已忘记小学一
二年级时，我也是这样每天催着她

“快点”，那段时间“快点”都成了我
的口头禅。那时，我每天紧张兮兮
地照顾女儿，辅导她功课，陪她练
钢琴，和她一起做试卷，甚至连陪
她一起玩耍都是急促的，总觉得时
间不够用。

女儿那时总是沉默，就如同楼
上的男孩，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就

是楼道上遇见，他也是低着头急匆
匆地上下楼，委屈的脸上更多的是
紧张，看了让人心疼。

做妈妈的总以为不断督促就
能教会孩子懂得珍惜时间，做事提
高效率，然而结果却常常事与愿
违。那时看着女儿被我催促得手忙
脚乱、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很苦恼，
也慢慢开始反思自己：我是不是太
着急了？妈妈们“快点快点”地催，
孩子的身心会一直处于紧张不安
的状态，很多时候会更加不知所
措，适得其反。我们不要做“快点”
妈妈，要给孩子一些时间成长，相
信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

给孩子时间成长
刘超

让孩子明白“小道理”
王小梅

让孩子学会
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李炜

我们相信你是最棒的
马丽梅

我想对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