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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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女儿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原因
居家上网课。近段时间，由于课程紧张、
作业繁重，孩子明显表现出了低落、烦
躁的情绪。

前几天，因为数学作业错了两道
题，我要求她及时更正，她却理直气壮
地对我说：“没学会！”看着她不耐烦的
态度，我积压在胸口的火气一下子上来
了，冲她嚷道：“没学会，你倒是学呀！我
现在给你讲，你给我听仔细了！”还没等
我开口，她却“哇”地一声哭了。我越说
越生气，她越哭越伤心。

此时，孩子爸爸插了进来：“别吵
了，你让她先冷静一下，回头再讲吧。”
被及时制止的我，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回
了卧室。

回到卧室后，我试着先让自己冷静
下来后，悄悄关注着客厅里她的情绪，
刚开始她是越哭越大声、越哭越委屈。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后，哭声越来越低，
最后变成了小声啜泣。等情绪平复后，
她推开了卧室的门，对我说：“你现在可
以讲了！”看着她余怒未消的样子，我既
想笑，又生气，但强忍着没再发作，开始
认真地讲题。讲题的过程中，我有意不
断向她提问，以转移她的情绪和注意
力，她很快就从不愉快的情绪中走了出

来。等试题讲完后，她好像已完全忘记
了刚才发生的不愉快，于是，当晚我也
没再旧事重提。

第二天中午，看着她心情还不错，
我就想着再找她聊聊。我问：“为啥昨
天哭得那么伤心？是因为数学学不会
吗？”她摇头说：“不是。”我说：“那因为
啥？”她像连珠炮一样地说道：“每天不
是上网课，就是写作业，也不能出去
玩，都快烦死了！”“在学校里有人
玩。”……听着她一连串的抱怨和委
屈，我慢慢探知出她昨天情绪崩溃的
真正原因。

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容易出现急
躁、易怒、敏感等症状，加之当前进入
毕业班，各科学业压力增加，他们想专
心投入学习，计划着只要我辛辛苦苦
熬过这一年，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却
没想到，正当他们做好准备，发力决战
中考冲刺的时候，却因疫情不得不居
家上网课。在这期间，一方面想把学业
搞好，但又因在家无法完全专心，于是
就产生了自我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纠
结中，一方面想发泄，又苦于找不到合
适的理由，于是情绪发泄的渠道不畅
通。另一方面想自我消化，又消化不
了，于是负面情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

滚越大，终于在某一刻，因一件小事一
触即发。

作为从青春期走过来的成年人，在
这个时候，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可以完
全理解孩子。但因为自我对孩子的过度
教养和关注，恰恰让父母在这个时候更
容易被情绪主导，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去刺痛孩子，让自以为是的表面现象掩
盖了问题的本质。我的这次情绪失控就
是最好的证明。

经过这次事件后，我开始认真反
省，并深刻地认识到，其实孩子有时候
发脾气，并不是因为某个具体的事情，
而只是想单纯地发泄一下，给自己的
负面情绪找个通道和出口，让自己的
焦虑和迷惘得以缓解。在这个时候，家
长没必要小题大做，我们要学会理解
和冷处理。等孩子情绪完全平复后，再
找他们聊，这样才能真正找出解决问
题的根源。

特别是作为青春期的孩子，敏感、
易怒、暴躁是他们的显著特征。对于孩
子一时的情绪失控，作为家长要允许其
发泄，这对孩子来说是件好事。事实证
明，面对他们崩溃的情绪，不刺激、不指
责、不制止，运用好迂回战术，比单刀直
入更有效。

亲爱的儿子：

你好！

儿子，爸爸很久之前就想给你写信

了，但爸爸一直没有拿起笔，是爸爸没

做好。照理说，现在通信发达，打个电

话，发个短信、QQ或者微信消息，就能表

情达意；但我想对你说的话有很多，这

是爸爸给你写信的原因。

亲爱的儿子，你已经十六岁了。十

六岁，花儿一样的年龄；十六岁，宛如早

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十六岁，重点中学

的高中学生，看到这些，爸爸是多么地

羡慕你。35年前，当爸爸还是乡下初中

的一名初二学生时，爸爸是多么渴望能

进入哪怕是一所普通高中读书。你现在

有了这样的机会，爸爸感到很欣慰。

亲爱的儿子，爸爸之所以说这些，

就是希望你珍惜大好时光，珍惜来之不

易的学习生活环境。发愤图强，迎难而

上。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改变自己，改变

不好的习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听好每一节课，做好每一项作业，记住

每一个单词，背诵好每一篇课文。亲爱

的儿子，记住，一个人只有把小事做好

了，才能做大事；只有把小事做好了，才

有机会做大事。

儿子，你现在一定有许多烦恼和

困难，比如学习上有压力。但是，儿

子，你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烦恼和困

难，上至白发苍苍的老者，下至懵懂

的小孩，只不过表现不一样而已；每

个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和困

难，小时候我们盼望长大，盼望能够

像大人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当

我们长大后，我们才真正明白，其实

长大后比小时候的烦恼更多。有烦恼

和困难，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

有一颗克服烦恼和困难的心，要有坚

韧的意志和毅力，把烦恼和困难化解

成幸福和甜蜜。

生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的精

彩。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和幸福不在于当

多大的官，挣多少钱，而在于子女成才，

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按古人的

观点一个成功的人应有“三不朽”，即立

德、立功、立言，意思是修养完美的道德

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

的论说言辞。说简单点，就是做好人、做

好事、做好学问。儿子，你读高二了，面

临学业的又一次重大选择，不管你的选

择如何，爸爸都希望你有个长远规划，

确立自己的志向目标，然后围绕它努力

奋斗，这样才会有精彩的人生。总而言

之，爸爸希望你要立德，做一个道德高

尚的人；立志，做个志存高远的人；立

言，做个有本事的人；立行，做一个脚踏

实地的人。

亲爱的儿子，在剩下的高中生活

中，爸爸衷心希望你珍惜美好年华，走

好高中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不虚度

光阴，静下心来，潜心学好功课。爸爸希

望你在紧张的学习中，锻炼好身体，保

护好眼睛。

祝心情愉快，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爱你的爸爸

给
儿
子
的
一
封
信

何
光
贵

由于工作调动，
我们全家从城郊搬到
了繁华的闹市区，孩
子也转到了市重点小
学读书，他整天高兴
得合不拢嘴。可是不
久后，我们就看到孩
子有些闷闷不乐了。
问他才知道，原来孩
子班上对数学进行了
小测验，一向数学成
绩顶呱呱的儿子这次
只考了85分，这对好
胜心很强的儿子而
言，真是一个不小的
打击。

看着孩子无精打
采的样子，我担心他
会从此失去学习的兴
趣与信心，我得想办
法给孩子鼓劲了。于
是，我把孩子拉到我
怀里，拉着他的双手，
平心静气地对他说：

“孩子，别泄气，我们
刚刚来到一个新环

境，有好多地方我们还没有适应。我们
暂时还没有习惯城里老师的教学方
法。但是，只要努力，不放弃，你这样聪
明好学，我相信不要多久，你肯定很快
就能追上班里其他同学的。我们慢慢
来，好吗？孩子，我们要求不用那么高，
我们只追前一名，超过他了，我们就进
步了，就成功了，你说行吗？”孩子很认
真地看着我，然后很有信心地回答我：

“妈妈，行，你看我的！”
从那以后，我看到孩子每次放学

回家后，他都会自觉地去完成老师布
置的家庭作业，不懂的地方他会去反
复思考、琢磨，实在弄不懂了，他就会
来问我和他爸爸，我们会不厌其烦地
给他讲解。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后，多
余的时间里，儿子还会自觉地去预习
第二天老师要讲的新知识，这期间我
再也没有看到孩子不愉快的表情，他
生活得很快乐，再也没有把学习当做
一种负担。后来，在老师举行的几次小
考中，我看到他的成绩在不知不觉中
上来了，期中考试成绩居然跃到了班
上第八名。我适时地给予他鼓励：“孩
子，你才来这么久，你的成绩就进步了
这么多，你真的太棒了！”当我向儿子
竖起大拇指的时候，我看到了儿子高
兴得两眼发光，满脸阳光灿烂。

儿子把我对他定的目标“进步一
名”当做了他努力的动力与方向，不知
不觉中，儿子的学习成绩就赶上来了，
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儿子竟然给了我
一个大大的惊喜，在班上排名第五名。
我相信，儿子有了他的奋斗目标，加上
他自己不断地努力，他一定能成功的。

如果没有目标，我们就会失去方
向，没有期望，便失去了动力。但是如
果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就会感到力
不从心，容易导致半途而废。定下一
个真实、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朝着
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厚积薄发，就一
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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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语气不妨放缓些
颜克存

适当的情绪发泄对孩子有好处
陈玉

儿童是交通事故中最容易
受伤害的人群之一。据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每年有 18 万多名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死于道路交通
事故，数十万儿童致残。很多事
故都是因为家长缺乏安全行车
知识造成的。以下6种错误应该
避免。

错误一：把孩子单独留在车
里。很多家长带孩子驾车外出，
为了自己方便，可能会把孩子
单独留在车内，总认为“时间
短”不会出问题。殊不知夏天在
密闭的驾驶室内，温度短时间
会迅速上升，引发孩子神经系
统受损，甚至死亡。另外，孩子
自己在车内玩耍，如果触动操
纵装置或松开驻车制动器，会
造成汽车移动，引发事故。因
此，为了确保孩子安全，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
车内。

错误二：抱着孩子坐车。很多
父母认为抱着孩子乘车很安全，
其实不然。抱孩子乘车时，孩子
的头部刚好在父母的胸部，一旦
汽车紧急制动或发生碰撞，父母
的胸部会自然向下压，猛烈冲击
孩子的头颈。且汽车发生碰撞或
紧急制动产生的力量，会远远超
出成年人手臂能支撑的限度，孩
子会被夹在父母身体与仪表盘
或座位之间，造成骨折甚至窒
息，也有可能甩出去。因此，家长
带孩子外出时，婴幼儿须坐安全
座椅，孩子长大后应使用安全
带，家长不要抱着孩子乘车。

错误三：让孩子坐副驾驶。很
多父母喜欢将孩子放到前排副
驾驶位置，边开车边照看孩子，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当汽
车紧急制动时，孩子可能会撞向
前方玻璃或仪表板，导致重伤。
另外，前排的安全气囊对于儿童
来说，也是一个隐形杀手。气囊
打开的位置往往在孩子的头顶，
气囊释放气体产生强大的冲击
力会造成儿童颈椎骨折甚至死
亡。所以，不能让小孩子坐在副
驾驶位置，也不能将安全座椅安
装在副驾驶位置。

错误四：给孩子系成人安全
带。儿童比较矮，系汽车座椅安全
带，会卡在孩子的脖颈位置。孩子
使用成人安全带时，如果绑得太

紧，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会造成致
命的腰部挤伤或脖子脸颊压伤；
如果绑得太松，又起不到任何作
用。所以，儿童乘车一定要根据其
身材大小选用合适的安全座椅。

错误五：车辆行驶中给孩子
吃东西。很多家长在车辆行驶中
给孩子吃东西、喂奶、喝水，但车
辆在行驶时道路情况千变万化，
再好的路段也会有颠簸。一旦汽
车颠簸或紧急制动，食物可能被
孩子误吸入气道，如果是热水洒
出还可能烫伤孩子。另外，汽车
尾气中有部分铅尘悬浮在大气
中，也会随气流进入驾驶室，污
染食物，危害健康。因此，在行车
过程中不要给小孩喂食，特别是
果冻、糖果、小饼干等零食。

错误六：短途慢速开车不用
安全座椅。很多家长认为，短途慢
速开车没有必要给孩子使用儿童
座椅，但实际上，发生事故时造成
的瞬间速度是不能控制的。即便
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如
果紧急制动，那么5.5公斤重的婴
儿所能产生的前冲力可高达110
公斤，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死
亡率和重伤率约为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的2.5倍。

（《生命时报》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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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家长们很容易陷入过
度养育的陷阱，因为现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强调童年经历对人
一生幸福的重要性。家长一旦发
现自己有过度的倾向，就应该对
自己叫停。

有关学者研究表明，过度养
育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情况是，父
母出于好意，过度帮助、养育孩
子；第二种则是指有些父母对孩
子的需求或问题“反应过度”。如
果出现如下情况，家长就要自省
是否有些“过头”了。

1. 生活大多被规划。带娃用
力过度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对孩
子干预过多。作为家长，如果你发
现自己孩子每天的生活都是被你
安排好的，那么就要反思了。比
如，有的家长生怕孩子浪费时间，
总是帮其报各种辅导班，把孩子
的日常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觉
得是为孩子好。但孩子需要自己
的时间和空间。放假在家，有时确
实没什么事情可做，偶尔这样也
无碍，可以让孩子自己想想应该
干什么，不必生硬打造所谓的“高
质量亲子时光”。

2. 啥都不会做。过度育儿往
往表现为过度保护、事事代劳。有
些家长无论大事小情，总怕孩子
做不好，就直接上手替孩子做；或

是孩子遇到问题时总是帮其解
决。比如学校组织比赛，孩子落选
了；班里小朋友搞生日派对，没请
自己的孩子参加。家长得知后马
上找老师或别人家长理论，替孩
子出头。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生
活自理能力差，什么都不会做。别
的小伙伴都会自己收拾书包、系
鞋带等，但他不会；与小伙伴出现
了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3. 自我认识不清。过度育儿
的家长会小心翼翼地呵护孩子的
心灵，生怕他们“受伤”，总是一个
劲儿地夸孩子，刻意打造一个不
正常、不自然的“快乐”成长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容易
过度自信，产生“莫名的优越感”，
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别的小伙
伴都不如自己，甚至变得任性、骄
纵、跋扈。其实，建设性的批评、一
定的困难乃至挫折对孩子的健康
成长也非常重要，有助于培养孩
子的承压能力，提高心理韧性。

陪伴孩子成长，应当帮助孩
子树立起五大基本心理素质，即
韧性、自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自
尊和责任感。家长还要认识到，为
人父母，要学会随着孩子自身的
成长规律，不断减少自己在孩子
生活中的分量。

（《生命时报》赵乾铮）

我想对你说

育儿谨防用力过度

征稿启事

“你能不能对我说话的语气好一
些，不要事事都对我指手画脚，嫌弃
我做得不好嘛，我可以学，但是非让
我每次一做事都能达到你心里预设好
的标准，这也太难了吧！我又不是机
器人。”这句话，是我和儿子因饭后洗
碗的小事而发生口角时，他气呼呼地
对我说的。

我和儿子的“战争”发生在厨房。
起因很简单，就是儿子在洗碗时，我
无意间看到他把洗洁精放太多了，整
个碗池涌起来的白色泡沫都把碗筷淹
没了，我觉得太浪费。就随口说了儿
子一句：“你怎么那么浪费啊！洗碗是
不需要倒那么多洗洁精的。”听了我
的话，儿子没说什么，只是“嗯”了一
声，算是对我的回应。之后，我又看见
儿子在第二次清洗环节从水龙头大量
放水，水哗啦啦地流，最后放了满满
一碗池，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真
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于是我又忍不
住开口说了他：“你怎么一点儿也不
长记性呢？刚才还说别浪费呢，你这
马上就忘了，放这么大一碗池水，就
洗五六个碗和几双筷子，水白白流走
了难道不心疼？”面对我的责问，儿子
还是没说什么，继续低头洗碗。接着，
我就看见儿子对碗筷进行了再次清
洗，然后直接把洗好的碗筷往消毒柜
里放，碗筷上残留的水滴随着儿子的
脚步移动，滴得碗池面、地板、消毒柜
隔间等四处都有。我实在看不下去
了，又没忍住开了口：“你怎么就不知
道把碗和筷子上的水先擦一擦呢？你
自己看，水洒得到处都是，这样很不
好！”三番五次地唠叨，这一次，儿子
终于忍无可忍了，就气呼呼地回击了

我。于是就有了先前儿子对我说的那
番话，令我深省。

或许儿子说的是对的。细细思之，
很有几分道理。孩子做任何事情，如
果父母总是指手画脚，不能放心放
手，一看到孩子有偏离自己定下的标
准的迹象就出声干预，大声呵斥，那
孩子做事就会畏手畏脚。而“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这样孩子的手脚也会
在无形之中被带上枷锁，被束缚，久
而久之，不仅影响孩子的动手能力，
也影响孩子的好奇心，更影响孩子的
发散思维，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多有不
利的。

教育孩子时，用沟通的方式指出
他们的错误，但同时要给出改进的方
法，让他们有进步的空间。有时候，孩
子年龄尚小，处理事情难免不够周到，
我们看到孩子错误百出，难免就会嫌
弃，忍不住要指导，有时甚至会“恨铁
不成钢”，大声呵斥孩子怎么记不住，
学不会，否定孩子的努力。殊不知，这
样会事倍功半。其实，如果孩子可以亲
身经历错误，再加上家长以合适的方
式进行教育和沟通，他们应该能以一
个正确的态度面对错误，改正错误。

教育孩子时，语气不妨放缓些，给
孩子留够改正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