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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在我市一个培训
班，家长欧阳女士看到有位妈妈
比较霸道，每次都要求孩子必须
坐在班里的前排，还必须是中间
的位置。有时“理想”的座位上已
经坐上了孩子，可“强势”的妈妈
对她的孩子说：“去，就坐那个座
位！”所有人都在看这位“为了孩
子不惜德行”的妈妈，她一笑：“我
就想叫孩子坐在老师边上，这样
听得清楚”。

家长孙女士：“我就想叫孩子
坐在老师边上”，这个理由多么

“充分”呀！这位母亲，你到底应
该先教孩子什么呢？你的孩子学
会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孩子也许会在你的言传身教之下
快速成长为一位同龄小朋友眼中
的“奇葩”！

市民王先生：强势的父母总
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定的规矩做
事。如果孩子不接受父母这样的
态度，那么孩子在长期压迫下会
对父母产生恐惧心理，进而不敢
和父母亲近，性格也会变得比较
软弱。而另一方面，如果孩子受
父母影响比较多，也学会了父母

的霸道，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
会变得很强势。

市12355青少年心理健康服
务中心主任赵迎春：

这段时间，我在进行心理咨
询中发现一个规律：强势的父母
总是造成弱势子女。在这样的家
庭结构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依赖，
独立不足，适应较差，成长缺乏。
特别是等孩子到社会上和结婚后
问题特别明显。

中国有句俗话：大树下面好
乘凉。受到父母的关照、关注、关
心和关爱，子女们一般都生活得
比较舒服。但是植物学上也有个
道理，在大树下面的树苗难以见
到阳光，总是很弱小，最后甚至夭
折。看来，好事和坏事是相互转
化的，优点往往就是缺点，得到往
往就是失去。树是如此，人更如
此，道理相通。

孩子自己有权利、也有能力
完成自己生命中的课题，请家长
多给孩子一些自我成长、自我面
对的空间。这也就是心理学里的

“鱼缸法则”。
（李京晶）

儿子上小学，时间观念在他的
脑海中没有什么概念，也不知怎样
抓紧时间，总觉得时间用不完，更
不懂得去珍惜。如何才能让儿子
有时间观念呢？我觉得枯燥的说
教可能起不到好的效果，甚至还会
起反作用。于是，我决定从孩子平
时的兴趣爱好方面动动脑筋。

儿子喜欢在课余时间玩战争游
戏CS。对此，我并没有完全禁止，允
许他在每天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后，
每周给予一定时间的游戏奖励时
间。陪他玩CS时，我发现孩子枪法
很准，只要开枪及时，便能把敌人

“击毙”。有一天再次陪儿子玩这个
游戏，我看到儿子由于开枪慢，没能
打中敌人。忽然我灵光一闪，发现
了一个好方法，决定试一试。

“早一秒开枪你赢，晚一秒开枪
就被人击倒了，你看时间重要不重
要？”话刚说完，儿子停顿了几秒，之
后再次集中精力继续游戏。关上电
脑后，儿子主动对我说：“爸爸，我觉
得时间真的挺重要。这一秒过去了
就过去了，以后我做作业得快点了，
不再拖拉了。”

还别说，通过玩游戏，孩子的时
间观念加强了，每当他学习磨蹭时，
我就拿游戏这个事儿来提醒一下
他。时间久了，孩子做事的效率真
的提高不少，无论是学习，还是生

活，他都知道抓紧时间了，看来用孩
子的兴趣爱好来改掉孩子的小毛病
效果挺好的。

当然还要防止孩子沉迷游戏，
我每周让孩子玩半个小时游戏，还
和孩子约定做事磨蹭一次减 10分
钟，按时并高质量地完成作业一次
加10分钟，游戏时间上限一个小时，
下限为零。这在潜移默化之中就督
促了孩子克服磨蹭，提高了做事和
学习的效率。

家长大可不必把游戏看成是洪
水猛兽，其实适当的游戏对提高孩
子的智力是大有裨益的。网上的调
查数据显示，每年高考、中考的佼佼
者中不乏游戏高手，并且兴趣还非
常广泛，游戏、体育、音乐、社交等
活动样样擅长，都是学校里各项活
动的积极参与者。

由此来看，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对孩子的茁壮成长极为有利，一
味地死学习只会导致孩子产生逆
反心理。兴趣是做事的内在动力，
就像汽车需要油来驱动一样，孩子
的成长也要用兴趣来助力，只要把
握好孩子的兴趣爱好并加以正确
引导，孩子也一定能改掉磨蹭的毛
病。 （李京晶 整理）

为生二胎父母支招：

有些话怎么和老大说？

用兴趣来改掉孩子的小毛病

市民王先生告诉我们了他的一
个育儿小故事——

第三只眼

爱“霸位”的家长

市民谢女士求助：生了二胎，
孩子说从哪里来的到那里去！面
对孩子不接受的态度，二胎父母应
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接受呢？

自从单独、双独放开二孩之
后，有关二胎的新闻不断。前段时
间，为了阻止父母生二胎，武汉 13
岁女孩相继以“逃学”“离家出走”

“跳楼”相威胁，后来还尝试用刀片
割手腕，逼得父母最终放弃了，母
亲在怀孕13周零5天后终止妊娠。

其实，影响孩子对二胎看法的
因素很多，如同学的议论、亲戚的
看法、影视剧的“示范效应”。今天
谢女士的求助可能也是不少二胎
家庭或者是准备要二胎家庭都会
遇到的困惑，我们该怎么对老大开
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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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胎家庭的两个“独生子
女”

“独生子女”引发的问题存在
了30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二胎
的政策，想着再要个孩子会不会好
点，可最近网络上不断报道的老大
不接受老二的新闻让人深思。

独生子女难养，两个子女更难
养！两个人的冲突不是老二出生
后才会有的，而是在妈妈怀孕后就
已经开始了。而老二来到之后，以
前家里以自己为中心的“圆”生活
忽然变成了两个中心的“椭圆”状
态，这让老大感觉全家人的重心转
移到老二身上，让自己备受冷落。

从利益受损这个角度看，老大
真的受了委屈，他的小床或玩具或
多或少总会被剥夺后分给了弟弟
或妹妹。独生子女长期处在以自
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之中，“吃醋”

的老大很容易产生脾气变坏、想变
小、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胡思乱
想等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家长要明白的是，生育
二胎绝不是家长之间简单的决定，
不能忽视小朋友的心理变化。首
要的一个大原则是，绝对不能瞒着
孩子。要引导孩子的思想方向，不
要一味地强迫孩子接受老二。

对于学龄前的幼儿，父母可以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以直观、形象、
能理解的方式，比如用洋娃娃作为
道具，传递家中多一位家庭成员的
信息。同时也要说明“分享不意味
着你的利益受损”“ 爸爸妈妈对你的
爱不会少”“小床、玩具还是你的”等
等。

读小学的孩子接触面更广，理
解能力更强，父母在上述基础上还
可以给孩子讲解“分享是快乐的”
的道理等。

如果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又
该怎么说？父母在沟通时应该多
从“为他/她”的角度考虑。比如可
以说，等他们长大了，家里的大小
事物都可以商量，两个人来分担，
压力也就分散了。而无论如何，作
为家中的老大，永远都是父母心中
最重要的人。

郭凯红（卫东区明珠世纪小学
副校长、小学高级教师）：

要和孩子平等地交流

我觉得首先要分析一下孩子
不接受弟弟、妹妹的原因：一方面，
很长时间的独生子女政策让很多
孩子都没有弟弟、妹妹，所以不知
道有弟弟、妹妹的好；另一方面，现
在的独生子女从小习惯了所有人
以他为中心，缺少与别人分享的习
惯。

因此，父母们要二胎前首先要
和老大沟通，告诉他为什么要再生
一个孩子，而且要让他明白，即使
有了弟弟妹妹，对他的爱不会减

少。孩子3岁以前，比较容易接受
有一个新的家庭成员这件事，但是
孩子5岁以后，思维和判断
能力都已经初步形成，父
母们不妨像对待一个小大
人一样，平等地和他进行
交流：

①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
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不让别人
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自私的想
法。

②以后爸爸妈妈老了，如果多
一个弟弟或妹妹，就有两个人照顾
老人，可以减轻你的负担。

③生下弟弟或妹妹之后，爸爸
妈妈不会减少对你的爱，而且，你
还会得到弟弟或妹妹的手足之情。

此外，父母还可以创造一些条
件，让孩子俩单独相处，并要求他们
相互配合完成一些事情。比如让孩
子俩参加某项活动，在陌生的环境
中，让两个孩子体会团结互助的力
量。

我相信，如果教育得当，绝大
多数的老大都会赞成父母生二胎
的。

赵迎春（平顶山学院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市鹰城心理健
康发展中心主任，市 12355 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

父母要帮老大转变角色

两个孩子的教育要求父母有
独特甚至更高的教育智慧。

很多父母天真地认为有了两
个孩子，孩子就不寂寞了，彼此能
成为成长的伙伴。殊不知这也会
对教育有新的挑战。这里我想提
醒爸爸妈妈们两件事。第一，帮助
老大顺利完成由独生子女到非独
生子女的过渡。第二，当孩子大一
点后，要处理好两个孩子间的冲
突。

二宝宝来了，父母就会说：“以
后，就有人陪你玩了。”老大一开始

答应得挺好，但是一旦发现失去了
关注时，就有了危机感，害怕第二
个孩子夺走父母对自己的爱和关
注，害怕失去在父母心里的唯一
性、重要性和爱。这不是简单地问

“你想不想有一个弟弟或妹妹”一
个问题就能解决的。

这一时刻，父母最要紧的是帮
助老大转变角色，要让孩子加入到
欢迎新生命的行列中来。例如，可
以让老大一起去选购弟弟或妹妹
的小床，布置房间等等。总之，让
老大成为一个提供帮助的欢迎者，
而不是父母宠爱的争夺者。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父母在老
二出生前后的时间里，注意到了帮
助老大过渡，老大也比较接受自己
家庭环境和身份的变化。正当父
母以为万事大吉时，老大突然开始
变化了。突然变得非常娇气，很多
行为都出现了退化。原来早上都
是自己穿衣服的，现在非吵着要父
母帮着穿。这些退化行为的主要

原因还是老大看到父母把时间和
精力大部分给了老二，就认为只要
自己的行为和弟弟、妹妹一样，就
会重新得到父母的关爱。所以对
老大的关心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
是时刻要放在心上的重要工作。
很多时候，老大并不需要和弟弟或
妹妹一样多的时间，但是需要父母
单独的关心。

不要顾此失彼，父母一定要照
顾每个孩子的内心感受，父母的做
法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在
两个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
一碗水端平，毕竟大点的孩子原来
是得到父母全部的爱和全部的注
意力，现在他要和小点的宝宝分享
这些爱，肯定会有些失落，做父母
的一定要更多地关注大宝的情绪，
多和大宝沟通，和大宝一起关注小
宝，大宝应该就会很好地度过心理
失衡期，和小宝宝一起分享家人的
爱。

（李京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