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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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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孩子自由表达。过度控制孩
子表达的自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孩子表达能力的提升，不能单靠
听别人说话来实现，最主要的还得靠
自己多说话，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逐
渐提升口头表达能力。家长应注重给
孩子创造各种探索周围环境和有趣
事物的机会，为孩子提供良好的语言
环境，并给孩子提供自由表达自我认
知的机会。尤其应让孩子多游戏、多

活动、多接触新的环境，以充实孩子
的生活、开阔孩子的眼界、丰富孩子
的认知。孩子的眼界开阔了、认知丰
富了，词汇自然而然就会日益丰富，
表达能力也会自然而然得到提升。

指导孩子正确表达。孩子表达能
力的提升，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
长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可以让孩子
少犯错误。有教育家主张，“教人要从
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培养得宜，方

能发芽滋长，否则幼年受了损伤，即
不夭折，也难成材”。家长应多给孩子
练习说话的机会，多和孩子对话交
流，并指导孩子清楚明白地表达，学
习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适当的形体
动作来表达自己的认识、想法和意
愿。也可通过激励指导孩子读儿歌、
背古诗、讲故事、做游戏、表演节目
等，锻炼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还可
结合孩子进行的活动，启发孩子叙述
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特色
等，通过其自主表达，丰富孩子的语
言。同时，还可以通过主题谈话的方
式，培养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让孩
子看图说话，把已经讲过的故事复述
出来，让孩子自己学着讲故事，背诵
或演唱儿歌，有助于孩子记忆力、理
解力和领悟力的提升。

引导孩子适度表达。孩子表达也
很有必要把握好分寸，注意“时、度、
效”。孩子到了一定的阶段，需要跟他
亲近的人进行思想和情感的碰撞与
交流。家长应从小引导并激励孩子和
家人交流。交流中，家长应相机提醒
并指导孩子注意表达适度，尤其应提
醒孩子，说话不能随心所欲，还得注
意周围的环境、注意周围的对象，注
意“该说不该说”、注意“怎么说”。家
长有必要引导孩子说话时把握好对
象、把握好口气、把握好尺度，力求做
到“恰到好处”。

激励孩子精准表达。说话的能
力是人最基本的能力。语言表达看
似比较简单，其实很有讲究。家长
一方面不可小视孩子的语言接受
能力和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应从

小引导并要求孩子坚持用普通话
说话，以便顺利实现与学校老师教
学用语及课后语言交流的自然衔
接。同时，应引导并激励孩子说话
时力求做到发音准确、表情自然、
口齿清晰、音量适当、语速适宜、表
达准确。倾听是和孩子有效沟通的
前提。对孩子的表达，父母应耐心
倾听，对孩子说得清楚的地方，应
多鼓励、多表扬，以激发孩子说话
的激情与动力。在和孩子进行口头
交流的过程中，应注重丰富孩子的
语言和相应的词汇，纠正孩子不正
确的发音和表述，指导并激励孩子
尽量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意
图和感情，力求让孩子的语言表达
由说得出、说得来，向说得正确、说
得精准进步和提升。

儿子最近“变”了，变得喜欢用
“挑战”这个词语了。

期末考试结束，他向我挑战：
比奖状，比荣誉。儿子的突发奇想，
时常会让我措手不及，但我已经
习惯。

这个挑战倒真是把我难住了。
虽然工作上依然努力上进，但是近
年来我获得的荣誉证书却屈指可
数。可是，我怎么能够放过这个教
育的良机呢？于是，我试探性地提
出了条件：用近两年的证书和他一
学期的奖状比，谁多谁胜出。没想
到他同意了，理由是“本次期末考
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想和你
玩个游戏刷刷存在感”！

于是，约定比赛规则：在阳台
上，父子两人轮流出场，每人每次
展示一张奖状或证书，并且说清楚
获奖事由，一方没有奖状或证书时
比赛结束。为了体现比赛的公平公
正，我们特意邀请了孩子妈妈全程
录像留证。

比赛最终以儿子多出三张证
书而胜出，在我的提议下，儿子和
我各拿一张奖状面对手机镜头整
齐说出结束语：我们快乐“比荣
誉”，父子一起共成长！比赛的视
频，经过精细编辑后，我发在朋友
圈以示纪念。

其实，儿子现在能经常“挑战”
我，和我一起玩“比荣誉”这种游
戏，背后，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
辛酸过往。

儿子今年读三年级，一二年级
是在一个民办学校就读的。因为当
时工作、家庭等诸多原因，二年级
那一年，我坚持把儿子送进学校住

校。也就是在那一年，儿子“变”了，
不喜欢和家里人交流，脾气暴躁，
爱哭，胆小懦弱……我甚至能从班
主任及相关老师的描述中，看到一
张“问题学生”的标签在他的身上
忽隐忽现。在与相关老师反复沟通
无果后，加上一些不愉快的插曲，
我一“任性”便把他转到了现在的
学校。

新的班主任是一个年轻女老
师，阳光青春，给人很热情的感觉。
把儿子送到她面前的时候，我刻意
回避了转学的原因以及儿子存在
的“问题”。我相信，在我和老师的
鼓励下，儿子的情况一定能够
改善。

确实，新的班级老师想法多，
且敢于付诸实践。比如班主任开展
的课前三分钟演讲、晚睡阅读、早
起晨读、家长课堂，数学老师开展

的数学演讲，英语老师开展的英语
趣配音，音乐老师开展的课堂才艺
展示等活动，无一不是对孩子综合
素养的锻炼。我还特别欣赏班主任
老师对孩子那种“赤裸裸”的爱和

“夸张”的鼓励，这对于小学生来
说，绝对是一个妙招，我也从中学
到了几手，比如跟儿子“比荣誉”就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还是儿子提
出来的，我觉得每个学期都可以跟
他比一比。

当然，之前的阵痛我和老婆不
敢忘记，我们轮流监督儿子每天练
字，陪着儿子每周到郊区野外或公
园朗读，给他购置大量书籍，带着
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为良策。
儿子“变来变去”的故事让我明白
了一个道理：爱是教育最有力的武
器，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暑假来了，儿子迎来了他的快乐
时光，每天再也不用如平时上课一
样，总是与书本打交道了。但也因如
此，在他的暑假作业上，我没少花工
夫盯着他，还由此产生了一些不愉快
的事。其中有好几次，我都没忍住心
中的怒火，对他发了脾气，以致我们
父子之间的感情，硬生生地被暑假作
业给“横切了一刀”。

有一天早晨，我出门上班，看儿
子还在梦里神游，就走到床边用手轻
轻地摇了摇他，待他揉了揉惺忪的睡
眼，我才跟他详细交代了作业的事。
听了我的安排，儿子爽快地答应了。
不仅如此，他还给我比划了个“OK”
的手势。于此，我才开开心心地出
了门。

下班回家，当我检查儿子的作业
时，我才发现他写的作业十分敷衍，

有些就草草写了个答案。这令我大
失所望，让他擦掉重新写。这期间，
他还是不认真，于是我一次次要求
他擦掉重写。就这样，在我的反复

“折腾”下，儿子也来了气，跟我顶起
了嘴。儿子嘟囔着说：“不就是暑假
作业嘛！写那么好干啥？”我在盛怒
之下指责了儿子，说他“没出息”，谁
知在我的强压之下，儿子不但没有
屈服，反而和我杠上了，他一边抹着
眼泪一边说：“反正我也没出息。”儿
子的一句话，顿时把我气糊涂了，一
时不知所措，只好呆若木鸡地站在
那里，傻愣了好半天也回不过神来。

看我和儿子僵持不下，妻子只
好当起了“和事佬”。妻子在安慰了
儿子之后，也来平复我的心情。妻子
说：“你这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也
像个孩子一样，就不能和娃好好说
说话吗？他作业写得不好，你可以给
他指出来嘛！讲讲道理嘛！不能老是
训斥他，要多多鼓励他，尤其不该说
他没出息，娃听着会反感的，不抵触
才怪。”听了妻子的话，我的气也渐
渐消了，向儿子道了歉，还保证以后
好好跟他沟通。

从这之后，我履行了承诺，没再
动不动就大声吼他、挖苦他。而且每
次儿子写暑假作业，我都尽量陪在
身边，哪里写得不好、哪里做错了
题、哪里需要改正，我都心平气和地
给他指出来，还给他讲学习的必要
性。一段时间下来，儿子似乎长大了
不少，也听话了不少，作业也越做越
好了，这让我看在眼里，心里倍感
欣慰。

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
伤人六月寒。”儿子写作业这件事，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句不
合时宜的话，就如同一把两头尖的利
刃，既伤自己，也伤别人，在家庭教
育中也是如此。所以，教育孩子，我
们不妨做一个能和孩子好好说话的
父母，多使用“爱语”，少一些恨铁不
成钢的“恶言”，如此，教育孩子才能
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做一个能和孩子好好说话的父
母，利己，也利人。何乐而不为呢？

别压抑孩子表达
赖春明

压抑孩子表达，不利于孩子表达能力的提升，对孩子心理健康也有不良影响。家长

要尊重孩子表达权利，耐心倾听孩子说话，注重培养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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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养不等于放手

如今，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意识到，顺
应孩子天性、有个快乐童年的重要性。所
以在教育过程中，开始尝试“放养”教育。

适当地放养对孩子成长有促进作用，
家长不越俎代庖，尊重孩子的选择及隐
私，给予足够的空间，有利于培养其自理
自立能力和思维，让孩子享受自主探索的
快乐。但是“放养”不意味着家长可以当
甩手掌柜了。适度的放养教育，放的是思
维，养的是习惯，家长在教育时要注意以
下几点。

1.放思维，不放规则。家长不能无视
孩子的想法，要让孩子自主思考，但同时
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如果一味
地放而不收，孩子就会以自我为中心，目
无他人，形不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家长要
让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规则
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2.引导好习惯，制止坏行为。良好习
惯一旦定型，孩子就会主动去做。比如打
扫整理房间，看到打扫后的房间一尘不
染，孩子就能体验到劳动的快乐，良好的
习惯会让孩子受益终身。但当孩子出现一
些不良行为，家长要及时制止，必要时予
以相应的惩罚。

3.别总向孩子强灌道理。有些家长觉
得，对孩子的教育不宜“强制”，那就多讲
道理，但是反复灌输道理容易引发孩子的
抵触心理。其实最有效的教育是以身作
则。比如家长想让孩子坚持每天刷牙，那
么自己就应每天按时刷牙、洗漱，长期如
此，孩子看在眼里不自觉地就会有样学
样，养成习惯。 （《生命时报》琚金民）

亲爱的思蕊：

你好！
很早就想给你写这封信，和你

谈谈我读书的一些经历和体会。去
年夏天，我回老家见到了 10 岁的
你。在你家住了几天，辅导了你几
天功课。最值得记下一笔的是，我
将你写的一篇作文《小舅公》投到
报社，一个月后发表了。这是你第
一次发表文章，相信你一定惊喜不
已。在你家住了四天后，我就匆匆
赶回广州了，但许多个周末，我都
打电话鼓励你多看书多写作文。在
我的鼓励下，你写了七八篇作文，

后来发表了三篇，这是你和我一段
难忘的经历。

然而，每次我劝你写作文，你
都要拖几天或一两个星期才完成。
有时候口头上答应好好的，但总是
拖拖拉拉。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偶尔给你的妈妈发几条微信，
让她监督你。

今年春节，你从镇上转到武汉
读书，听你妈妈说你的英语有点
跟不上。但是你又怕吃苦，不愿意
记单词，读课文，所以一直没有什
么进步。我来给你讲一下我的小
学读书经历，记得我读毕业班时，
曾找到你二姨婆留下的一本数学

辅导书，我将那本书认真做了三
遍，后来小学毕业我的数学考了
99 分（满分 100 分）。上了初中后，
我同样很努力，后来才能考上重
点高中。从我与你接触的短短四
天看来，你很聪明，记性也好，一
首唐诗你读了三四遍就能背诵下
来，但是你做题比较粗心，做完作
业后也不愿意多看书。长期这样
下去，小舅公担心你将来在学业
上可能会掉队。

你知道作家鲁迅先生的名言
吗？——“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
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科
学家爱迪生也说过：“天才是百分

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
汗水换来的。”思蕊，如果你想做一
个优秀的人，你就要不怕多流汗。

小舅公

愿意流汗，才能优秀
郭新国

越来越多家长开始重
视孩子的体能发展，不惜
花重金给孩子安排各种课
外运动训练课程。不过，北
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
康研究院副院长张一民教
授提醒家长，有些运动项
目孩子过早接触，会对生
长发育造成负面影响。哪
些运动孩子不宜过早练？

1. 举重等力量性运
动。如今力量训练普遍受
到重视，健身房也有各种
力量训练的器械，受家长
们的影响，有些孩子可能
也会到健身房锻炼。但孩
子骨骼肌肉系统发育还不
完全，钙离子等无机物较
少，肌肉容易兴奋，但也很
快会疲劳。并且，长期进行
高负荷的力量运动，还可
能对身体器官造成压迫，
因此年幼的孩子非常不适
合负重练习。建议14-16
岁进入青春期后再进行抗
阻练习。

2.长跑等耐力性运动。儿童心血管系
统尚未发育完全，心肺耐力不足，若跑步
时间过长的话，可能会给尚在发育中的心
脏带来过大负担。同时，孩子骨骼硬度不
够，过多练习长跑可能阻碍身高的增长。
所以，6岁前不建议孩子选择长跑作为日
常锻炼方式。

3. 高负荷竞技性运动。孩子力量不
足，最好不要过早进行竞技训练，比如高
强度的羽毛球、网球训练等，因为孩子无
法使用成人球拍等体育器材，如果长期训
练，容易导致肌肉、关节损伤，甚至导致
两侧身体发育不均衡。建议7岁前不要专
门练习这些竞技项目，但日常生活中可以
当成娱乐项目来玩。

张一民表示，学龄前的幼儿和10岁
以下的儿童更适合从事技巧类的运动或
训练，以掌握动作要领为主，锻炼身体的
灵活性、协调能力、平衡感等，不仅强健
体能，还能有效促进孩子神经系统的发
育。比如喜欢跑步的小朋友，可以试试折
返跑，10米距离即可，每组折返5次，锻
炼孩子身体灵敏性的同时也不会给心肺
带来过大负担；有些小孩从小就表现出球
类运动的天赋，应该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专
业的儿童体育课程，玩小号球、打软式网
球和棒球等，但不鼓励过多地参加比赛；
若想强化柔韧性，可选择体操、舞蹈等。
此外，扔沙包、老鹰捉小鸡、跳皮筋、跳房
子等游戏可以锻炼灵活性、技巧性、反应
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等，非常适合孩子。

（《生命时报》田雨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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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你说

我和儿子“比荣誉”
曾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