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教育好宝宝是很多父母都
十分关心的问题，来看看教育出优
秀宝宝的忠告，希望能在适当的时
候给您一个参考。虽不能说句句精
辟，但仔细品味， 每一句都有它
的道理，内容如下：

1.孩子不需要太聪明，太锋芒
毕露，我觉得那不是好事，关键是
良好习惯的培养。

2. 环境很重要，自己要做得正。
3.尊重孩子，习惯换位思考。
4.说真话，当你发现有些真话

说出来可能会效果不好，那就注意
说话的技巧，宁可说一半，也不要
说瞎话。

5.说孩子听得懂的话。习惯于
讲道理的妈妈要说得简洁明了，忌
讳像唐僧。

6.教育孩子注意技巧，循序渐
进，不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一步步
来；了解当前孩子的特点，不拔苗助
长。

7.吃的方面，注意比较均衡的
配比即可，无须太精细；一岁以前
孩子保证奶量；一岁以后注意三餐
即可；一天中的饮食做不到各类搭
配均衡，那么一周中的饮食搭配一
下，都兼顾一下，也是可以的。

8.外出玩不可能像家中吃得那
么放心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担心，
能力范围内稍微注意下，比如，选
家干净的饭店，其他比如菜中是不
是有味精，菜是不是绿色食品等，
就没必要太担心了。

9.补钙什么的做到心中有数，
不缺不补，多晒太阳。

10.穿不讲究、不刻意。
11.给孩子穿衣服，少一件比多

一件要好。孩子的运动量大，玩出

汗风一吹更容易感冒，还更不容易
好。

12.孩子流鼻涕了，加一件衣服。
13.判断冷热，摸孩子后脖子。
14.不给孩子经常动辄吃小药。

天冷季节，不定期给孩子吃点 vc，
或者每天吃点富含vc的水果。

15.感冒发烧去医院的话，尽量
要求验血。

16.既然决定了让宝宝去玩就不
要怕脏。

17.不影响到自己安危，不影响
到他人利益，就不要对孩子的行为
举止干涉太多。

18.放手让孩子玩，摸爬滚打，
不头破血流就可以。

19.尽量多给孩子自己体会的机
会，不直接告诉结果，让他去摸
索，去磕碰，去失败。

20.教孩子付出和回报是双向
的，学会感恩。

21.睡觉尽量陪孩子入睡。
22.注意保护孩子的注意力和兴

趣。
23.孩子是社会的孩子，不要把

自己太当作孩子的救世主。
24.不要过多纠缠在自己育儿细

节上的为什么，理论依据，做就做
了，既成事实，没那么多讲究。

25. 每天尽量保证父母中的一
方能够陪伴孩子玩耍一定时间。

26. 3岁以后，给孩子引入每周
零用钱的机制——要开始学有限的
钱来办自己最想做的事，学开源，
学节流。

27.争取每年都能回一次乡下老
家，过不一样的生活。

28.不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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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些“80后”
父母的子女已进入上学
年龄，正是初步建立“三
观”的年纪。许多时尚
辣妈们因为自己对美的
追求，潜移默化中对孩
子展开了一场言传身教
的审美教育。

这种“教育”对孩子
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
呢？3月7日，记者采访
了几位年轻妈妈，听听
她们的故事。

亲子专栏

你家宝贝有哪些爱好、特长及成长趣
事？你有哪些成熟、合理、科学的育儿经
验？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5839581210。

亲子讲堂

家有时尚辣妈 孩子也爱“臭美”
专家：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见习记者 杨 旭

亲子笔记

资料图片

九岁女儿提出要烫头发

市民杨丽萍的女儿菲菲今年
九岁，人小鬼大的她可是妈妈的

“小棉袄”。每次杨女士周末逛街，
不管是买衣服、做发型，都要带上
菲菲，还让她做自己的小参谋。

“我女儿的眼光随我，都很时尚，
别看她小，真的能在购物挑花眼时
帮我做决定。我也喜欢给她打扮，
女孩就应该从小培养她注重仪表的
意识。”杨女士说。

上个月，杨女士带着菲菲去理
发店做头发，菲菲当场提出自己也
想烫头发。对于菲菲的要求，杨女
士感到吃惊，没想到九岁的女儿有
了这种想法。细问之下，原来菲菲
是在家里的一本时装杂志上看到一
个小模特的发型特别好看，还说那
个小模特的发型看起来像洋娃娃。

“考虑到学校不让烫头发，我
没有答应，只让发型师给她做了一

次性的发型。菲菲开心了一整天。
不过，我却有些担忧，女儿对美的
追求是不是超出了这个年纪应有的
程度？会不会对她以后的成长带来
不好的影响？”杨女士告诉记者。
同时，她也表示，看着女儿大方地
对发型师表达自己想要的发型，她
觉得女儿身上有一种自信，大概与
她平时注重女儿的打扮有关，真不
知道这样是好是坏。

36岁的市民郑华平日里对自己
的时尚程度要求比起杨女士更为苛
刻。她告诉记者，为了保持身材，
能穿上喜欢的衣服，她每晚只吃一
点水果和蔬菜，体重直到现在还保
持着结婚前的水平。

披肩长发、一双“镶钻”短
靴、紧身毛衫搭配水晶项链，一看
就经过精心打扮，搭配得体而时
尚，这是郑女士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从外表很难看出她已是十岁女
儿的妈妈。

郑女士虽然自己爱美，但对女
儿欣欣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不允
许穿不适合她年龄的衣服。不过，
面对着家里衣柜、鞋柜中满满当当
的好看衣服和鞋子，还有梳妆台上
的高档化妆品，欣欣的心里还是禁
不住好奇的诱惑。

“从年前开始，我发现这孩子

经常自己在家搞‘小动作’，不是
在家穿我的衣服和鞋子，就是用
我 的 化 妆 品 给 自 己 化 妆 。 有 一
次，我回家刚好看到她嘴巴上涂
着口红，身上套着我的短裙，踩
着我的高跟鞋自娱自乐，那样子真
叫我哭笑不得。是不是我在她面前
不注意，不知不觉把自己爱美的
心理教给孩子了？”郑女士担忧地
说。

十岁女儿爱穿妈妈的高跟鞋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市心理
协会会长王焯表示，年轻父母爱时
尚、注重打扮可以，但也要注重一
个度，更要有责任心，对孩子进行
正确的引导教育。“妈妈过于注重
外表来满足虚荣心，孩子也会受到
影响，家长有责任教育孩子懂得内
在美的重要。”这对孩子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与其他人和谐相处都很

有必要。“判定一个人的标准有很
多，外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
很多宝贵的品质和内在素养更值得
去追求。”

而对于孩子提出的嫌父母不够
洋气的事例，王焯认为，孩子对美
有追求，也希望自己的父母对美有
追求，只要不过分，都属于正常现
象。遇到这种情况，父母要尊重孩

子的意见，尽量改善自己的外在
形象，让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从
而树立孩子的自信心，也可以借此
机会提升一下自我形象。同时，也
要与孩子加强沟通，对孩子循循善
诱，以身作则，增加陪伴孩子的
时间，让孩子看到外在美之外，还
有更多更可贵的品质值得他为父母
自豪。

专家：父母要进行正确引导

□曹东亮 张素玲

2013年5月14日，我和老伴用
童车推着两个小孙女去沙澧河公园
玩耍。下午6点多的时候，在公园
里看到几个同样带着孙子在这里玩
耍的中年妇女，只见她们把塑料袋
和卫生纸随手丢在脚下，和环境优
美的沙澧河风景明显格格不入。看
到这里，我就叫两个两岁多的小孙
女去把那些垃圾捡起来，然后放到
一旁的垃圾箱里。两个小妞很高
兴，争抢着把垃圾捡拾得干干净
净。

看到这样的情景，这几名妇女
也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有点不好
意思，直夸我把孩子教育得懂事有
礼貌。这时，我对她们说：“我们
这一代人大多是农村长大的，随手
丢垃圾的习惯一时很难改，但千万
不能再把不好的习惯带给孙辈。就
像这塑料袋和水果皮，不远就有垃
圾箱，多走两步就把这些东西扔到

那里面了。孙子孙女看见了，也会
向我们学习。还有最好的办法，是
让孩子把这些东西丢到垃圾箱里。
这样，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不乱扔垃
圾的好习惯。为了咱们的下一代，
我们必须约束自己，时时提醒自己
要养成好的习惯呀！”

她们几个听后连连点头。其中
一位妇女说，这些大道理大家都
懂，有时候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不
由自主地表现出来，也是无意识
的，但是，就是这些无意识中表
现出来的不良习惯无形中也在影响
着孩子。仔细想想，真是不应该
呀！

其实，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
上，也不需要家长每天照本宣科对
孩子说教，要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作为家长，首先要自觉
约束自己的行为，处处给孩子树立
榜样，孩子一些好的行为习惯的养
成与家长密不可分，家长就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魏静今年 34 岁，孩子童童上

小学三年级。魏静告诉记者，她现
在去学校接儿子会特意打扮一下，
这一切都源自儿子的一次“嫌弃”。

魏静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时
和丈夫两个人轮流在市区开出租
车。但因为经常在车里坐着，也起
早贪黑地忙碌，魏女士平时并不太
在意自己的打扮。“一年也不买几
次衣服，每天开车穿的衣服都是以

舒适为主。”魏女士说，跟同龄人
相比，她省去了不少买衣服和化妆
品的钱，她也习惯了这种状态。

因为忙碌，平时接送孩子都是
公公。一天下午，公公有事回老
家，魏静便早早跟丈夫换班，来到
学校门口接孩子放学。看到儿子排
着队从学校走出来，魏静兴奋地和
儿子招手，儿子走过来时一张小脸
却不太高兴。回去的路上，魏静问

起儿子时，小家伙直接蹦出来一
句：“妈妈，你看鹏鹏的妈妈多洋
气！”

魏静说，其实听到儿子这样说
心里有些失落，不过也能理解儿
子。“小孩子也有审美，也可能我
平时有些忙，对他照顾少吧。”从
那次开始，她也开始有意注重个
人形象。“不管多忙，只要去接他
或开家长会，我都会打扮一下。”

儿子嫌妈妈不够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