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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当家长是没有资格
证的，不过，当好家长很
难。家庭教育是孩子成
长教育的一个重要方
面，时刻发生着有意思
的事，有的可以作为好
的经验加以学习和推
广，有的可以作为教训
来引以为戒。在日常的
点滴生活中，如果作为
家长的您有好的经验或
者育子小趣事，可以和
我们联系，也可以写成
文章，让我们一起分享
您的教育心得，来帮助
家长解决教育孩子的困
惑，让鹰城的家长共同
受益、共同进步。电子
邮 箱 ：pdswbxjz@qq.
com；电话：7073613。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不少家长觉得自己教子无方。如何在孩子尚未进入社会前的家庭教育中教育好
自己的孩子，寻找行之有效的教子方法，也成了很多父母犯难的问题。所以，如何教育孩子，也成了很多同
事、好友茶余饭后常被提及的话题。如果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或者困惑，可以与我们联系，让
专家和家长一起出谋划策，帮助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同时，作为家长，如果您看到其他家长的困惑，也可以帮他们出出主意，兴许就帮助了他们，这也是在帮
助您自己的孩子。电子邮箱：pdswbxjz@qq.com，电话：7073613。欢迎提供线索或发表您的育子观点。

也许作为家长的您正在费尽心
机养育孩子，您希望孩子得到最好
的教育和最好的生活，您不希望孩
子落在人后。然而，处在其中的您，
可能已经触及教育的边缘线，可是
您却浑然不觉，还在一味拉着孩子
往所谓的前方走去，殊不知这样的
行为可能会让孩子形成阴影，影响
他的一生。

您也许看到周围有人正带着孩子
走在边缘线或者已经越线，请您把这
些现象或行为告诉我们。

电子邮箱：pdswbxjz@qq.com；
电话：7073613。欢迎提供新闻线
索。

本期观察

市民侯女士反映：有一次，她带
着孩子去看电影，结束后乘电梯离
开。在电梯中有不少人，其中一位
穿着时髦的妈妈也带着孩子离开。
孩子的穿着打扮也非常洋气，但看
起来有些调皮。孩子按了几下电梯
的按钮，也不是特别危险的动作，身
旁的妈妈就使劲儿打了孩子的头几
下。孩子不敢反抗，一直低着头。

家长侯女士：
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家长从来

都不知道尊重孩子。
从这对母子情况来看，家庭条

件应该不错，因为家长把孩子打扮
得非常洋气。其实很多家长给孩
子物质上的东西很多，给孩子精神
上的东西却很少。就像这位妈妈，
当众打骂孩子，不考虑孩子也有自
尊心。孩子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或者危及身体健康，可以先用语言
制止，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打骂他
们。

市12355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中心主任赵迎春：

未成年人缺乏认知、自控能力，
偶尔犯些错误是正常现象，家长进
行教育和矫正是必要的。要注意的
是，家长惩罚孩子，要讲究方式和场
合。

家长在公共场合对孩子大打出
手，不可避免会掺杂、转嫁个人情
绪，容易引发孩子的怨恨和逆反心
理，也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往往事
与愿违。孩子出现问题，作为监护
人的家长是有责任的，家长要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改变这种简单、粗暴
的家教方式。

不分场合打骂孩子的另一个直
接后果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
孩子，孩子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
待你和他周围的人。这是非常可怕
的。

家长要知道，孩子即便再小也
是有自尊的。武力惩罚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只能使父母和孩子双方的
矛盾激化，使原本有可能继续下去
的学习中途搁浅，使原本亲密和谐
的家庭关系变得疏远。在父母的巴
掌下，孩子的自尊心被打得一败涂
地，容易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最
后可能抵制所有的批评，不再听父
母的话。

希望在面对孩子犯错误时，家
长能够蹲下来与孩子平等地交谈，
让孩子感到你是爱他的同时，再告
诉他是非对错。

（李京晶）

母亲电梯中
当众打孩子
专家：惩罚孩子要讲方式

本期求助

市民吴女士：我的孩子今年
上小学一年级，可是总感觉他精
力不是很集中，上课总是做小动
作、玩小东西，一听到下课铃声就
疯跑出去，上课铃声响了也不想
回来，放学回家后又特别爱看电
视，不主动做作业。我不知道是
因为孩子刚上小学不适应，还是
有其他原因，希望得到大家的帮
助。

李宏照（平顶山市第二高级
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心理咨询
师、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接纳孩子成长带来的一切

看到求助的内容，我马上就
有一种感觉：这位家长似乎还没
有真正长大，当了妈妈的人，心理
年龄还是很小的。

人生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所以起跑并不是很重要，有些家
长却试图改变这个规律，甚至“抢
跑”，违反规律带来的后果有时候
是很严重的。

首先，家长必须了解小学一
年级学生的生理特点：刚刚从幼
儿园毕业的他们对小学生活既新
鲜，又不习惯，一时难以适应，好
奇、爱动、喜欢模仿，但很难做到
专心听讲。心理学研究表明，小
学生集中精力听课的时间只有５
分钟，能持续10分钟便是很好的
了。孩子坐不住，不是不爱学习，
而是还未对学习产生兴趣，不了
解学习的重要性，但在不知纪律、
学习为何物的思维模式下，一年
级的孩子却有着直观、具体、形象
等思维特点。

孩子最讨厌的人是“别人家
的孩子”，所以家长不要用别人家
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去比较，因
为你家的孩子也没有拿你和别人
家的爸妈相比。

其次，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合

理安排时间，培养孩子养成独立
自主的习惯。简单有规律的家庭
生活节奏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
好处的。每天起床、吃饭、做游
戏、睡觉、讲故事的时间都应该安
排得较为固定。对于注意力不集
中的孩子，尤其需要父母帮助建
立规律的生活。

最后，家长要发自内心地多
关爱孩子，而不是盲目地严格要
求。出现不如意的事儿，不要总
是批评孩子，因为这样一来，会无
形地强化孩子的意识，他反倒会
做得越来越不好。只有保持愉快
的心情，孩子才更易于专心致志
地做事。

小学生的学习特点：以适应
为主，告诉孩子什么是学习，知识
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培养学习
兴趣。“要我学”和“我要学”有着
本质的区别，孩子的学习就像一
辆汽车，最需要的是发动机提供
的动力，孩子没有学习动力，就好
像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老师在
前面拽，父母在后面推，越用力，
车子跑得越快，但是孩子待在中
间无所事事，这种快不是真正的
快，父母也不可能帮孩子一辈子，
孩子终究是要独立的。一旦父母

精疲力竭或者是遇到了上坡，可
能会倒退下来甚至压了父母的
脚。

要无条件尊重孩子、信任孩
子。无论孩子的问题多么严重，
家长要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孩
子出了问题，就是孩子成长的环
境出了问题。只要家长掌握孩子
的成长规律，营造和谐温馨的家
庭环境，按规律去做，没有教育不
好的孩子。

高文帅（光明路小学）：

辨证看孩子身上的“问题”

从孩子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第一，孩子对课程本身不是非常
感兴趣，缺乏好奇心。第二，孩子
对上课规则认识比较差，自制力
较差。第三，孩子的自控能力也
较差。

家长要明白的是，孩子目前
的状态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而
是有着长期性和复杂性。家长要
学着回顾和反思过去，找出孩子
出现问题的症结。

比如，对于孩子学习缺乏好
奇心，家长要从两方面看问题，而
不是持“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家
长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观察孩子

是只对课程内的知识出现倦怠，
还是对一切新鲜事物都缺乏好奇
心。如果只是对课程缺乏好奇
心，那么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因为
这也是小学存在的现象之一。如
果孩子对一切都没有好奇心，那
么家长就需要反思了。其实，孩
子的好奇心也需要家长的引导，
家长可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多为孩
子设置一些问题，来培养孩子的
好奇心。

对于孩子缺少规则意识，家
长也要辨证来看。首先孩子没有
规则意识或者规则意识差，肯定
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规
则意识太强，那么也意味着孩子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会受到抑
制。家长在为孩子建立规则时，
也要注重孩子创新能力的培养。

对于孩子做事拖拉，家长要
寻根求源，回头看看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是否在哪一方面的教育有
所缺失，找到孩子做事拖拉的原
因，才好对症下药。

万金涛（点通传奇学校校长）：

为吴女士支三招

在与吴女士的儿子做了面对
面的交谈后，我了解到，这个小男
孩的情况并不像吴女士描述得那
么严重。相反，需要改变的并不
是孩子，而是家长。

针对孩子的情况，为吴女士
支了三招：

第一，对孩子要真正放开手，
不能一味地跟在孩子后面不断地
催促。

第二，给孩子制定严格的生
活作息表格，告诉孩子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几点学习、几点休息
等，让孩子自行把握。如果孩子
做不到，应该让他学会承担由于
自己失误导致的惩罚。

第三，经常给孩子一些正能
量的心理暗示，比如“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让妈妈省心，做真正的
男子汉”等。

（李京晶）

儿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
大概两个月前，儿子中午放

学回到家后哭哭啼啼，两眼泪
花。问缘由，儿子说，他把人家的
玻璃弄烂了。我一听，当时心里

“咯噔”一下。我先问儿子有没有
受伤，儿子说没有。我想，该如何
处理这件事呢？应该借此机会好
好教育一下他。

于是，我详细向儿子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儿子说，他放
学后在路上跟同学打闹，不小心
把一个早点屋的玻璃打烂了。于
是，我就跟妻子说：“走，咱们去看
看，该赔人家就赔人家，咱可不能
做不负责任的事。”此时，妻子已
经做好了午饭。

我们没有吃午饭，一起来到

儿子所说的“出事地点”：一个三
岔路口的小铁房，上面依稀可以
看见“早点”二字，中午时分已经
没人。我们就向路人询问，但是
始终没有打听出这个早点屋的主
人是谁。这时，有人提议：“管他
呢，谁也不知道是你儿子弄烂
的。走吧！”可是我想：“我们可以
选择离开，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留下。如果就这样离开了，儿子

今后就有可能效仿大人的做法。
我们应该留下，给他做个榜样。”

我和儿子继续打听，最后终
于找到了早点屋的主人。主人很
宽容，没有要求我们赔偿，但是我
们坚持买了一块玻璃并装好。之
后，我们才回家吃饭，这时已经是
下午1点多了。

回到家后，儿子似乎很有感
触，从哭泣变成了开心甚至是
兴奋。他主动给我说：“爸爸，
以 后 放 学 路 上 我 再 也 不 打 闹
了，做了错事我也不会逃避，我
会勇敢地去面对。”我摸了摸儿
子的头，给他以鼓励。我希望
儿子将来能成为有担当的男子
汉。

（李京晶 整理）

孩子打烂玻璃后……
市民郑先生希望将自己的教子故事分享给大家——

孩子上课精力不集中，
做事拖拉，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