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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父母都会发现，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会出现爱打小报告的现象。
对此，有些父母不以为然，觉得孩子还小，不必理会。也有一些父母认为，爱打小
报告会对孩子的性格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需要认真对待。遇到孩子爱打小报告，家
长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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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打小报告 家长如何应对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见习记者 杨 旭

育儿有方

市民王林是一位“80 后”，儿
子今年3岁。说起孩子爱打小报告
一事，王林说：“我一回到家他就
会给我讲，谁招惹他了，有时候还
会撒谎，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王林告诉记者，她和丈夫都在
临颍上班，儿子豆豆放在婆婆那
里。随着儿子开始学会说话，一家
人经常被这个小不点逗乐。但最近
王林发现，只要她周末一回家，或

者给豆豆打电话，豆豆就会向她打
小报告。“妈妈，爸爸没有看好
我，烟头掉我手上了。”“奶奶不让
我吃苹果”“爷爷不给我买玩具”
豆豆的小嘴说个不停，那边，豆豆
的爸爸、爷爷、奶奶也开始解释原
因，烟头是豆豆跑着找爸爸抱时不
小心碰上去的，很快被爸爸吹掉
了；不让吃苹果是因为豆豆拉肚
子，奶奶让他病好了再吃；没买的

挖掘机玩具不用爷爷说，王林就知
道了，家里买的玩具挖掘机已经有
五六个了，大小不一，都被他玩过
后扔在屋子一角。

更可笑的是，在去外婆家跟舅
舅玩时，舅舅不小心碰到了豆豆的
眼睛，豆豆就哭着跑来找王林，

“舅舅故意打我的眼睛。”亲眼看到
这一切的发生，王林有些哭笑不
得：“这孩子是怎么了？”

案例一：儿子的小报告让我哭笑不得

莹莹今年上小学三年级，最近
回到家总是闷闷不乐，在妈妈李薇
的盘问下，莹莹却“哇”的一声哭
了，说班里几个同学不跟她玩，还
说她是小喇叭，告状大王。

细问之下，李薇才知道，原来
莹莹平时在学校表现积极，喜欢给
老师报告班上几个不守纪律的同
学，结果被几个小朋友孤立了。

李薇说，莹莹很乖巧听话，尤
其是在学校，开家长会时老师曾向
李薇提过，莹莹很听话、懂事，还
会督促其他同学一起进步。原来，
莹莹总是紧盯其他不守纪律的同
学，看到有同学课堂上不认真听
讲、说话、吵闹、不讲卫生、给其
他同学起绰号、作业没完成等，莹
莹都会跑去跟班主任老师讲。孤立

莹莹的几个同学就是被她告状说扰
乱课堂纪律、打扰其他同学学习
的几个人，被班主任老师批评后，
几个小家伙开始喊莹莹“告状大
王”。

觉得孩子并没有做错，但也理
解其他孩子的反应，李薇说，她
也正在考虑怎么给孩子讲明白这
个问题。

案例二：女儿被叫“告状大王”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市阳光
雨露从事幼儿教育 14 年的教师齐
瑞娟。齐瑞娟表示，孩子爱打小报
告，主要反映了孩子在处理人际关
系时存在问题，具体情况要具体分
析。

齐瑞娟说，案例一中爱告状的
豆豆实际上反映出家庭成员在教育
孩子及人际关系上同样存在问题。

“孩子其实最会察言观色，他知道
谁最能给他庇佑。”齐瑞娟说，豆
豆凡事都向妈妈打小报告反映了妈
妈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表明妈妈
其实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是占据较
为强势的位置，或者是对孩子的生
活和学习最为关注，孩子一旦感受

到这点，就会在遇到问题或者行为
受到限制时，自动寻求妈妈的支
持。“家庭成员之间对孩子的教育
方式和态度应该一致，有分歧也不
要当着孩子的面争执。”齐瑞娟提
醒。此外，她表示，多年的工作经
验表明，一些剖宫产的孩子存在触
感敏感，别人的轻轻碰触他都会认
为是故意撞他，这种情况更需要家
长多带孩子进行摸爬滚打等体育运
动。

案例二则是比较典型的“打小
报告”，较为常见。齐瑞娟表示，
进入集体生活后，不少在家里是众
星捧月的学生便找不到之前的存在
感，于是用这种方式寻求老师的肯

定、吸引老师的注意力。遇到这种
情况，家长和老师应当在如何增强
孩子的自信心上下功夫，对其正在
进行的具体事项给出具体的肯定和
表扬。例如，不要笼统地夸赞“你
真棒”，而是换成“你这个画色彩
搭配得很好”“你今天帮助其他小
朋友真棒”，让孩子逐渐增强存在
感。同时，对这部分孩子进行正确
引导，鼓励其在发现问题后试着自
己去解决，“问问他应该怎么办，
真的解决不了再及时寻求老师和
家长的帮助。”齐瑞娟说，要一方面
对发现问题的孩子进行肯定，同时
引导其自主思考，逐渐地将“告状大
王”变为解决问题的小能人。

老师：教会孩子自己处理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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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工作忙，尤其是在城
市，不少老人背井离乡来帮子女带
孩子。自家老人帮着带孩子当然比
交给保姆放心，但老人在喂养、护
理和教育孩子上，又常常与子女发
生矛盾，闹得不愉快。在隔代育儿
中，怎么跟老人沟通，才能让他们
听得进你的意见呢？不妨试试下面
几种办法。

1.亲切地说。不论对父母还是
公婆，年轻人都要心怀尊重与感
恩。俗话说“老马识途”，老人的
人生经验总有值得学习的，需要尊
重；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来帮
着带孩子，需要感激。想给老人提
建 议 ， 晚 辈 不 妨 先 甜 甜 地 叫 声

“爸”、“妈”，或者送他们一些小礼
物，再轻描淡写地谈事情。老人往
往不好意思反驳，觉得这些小事儿
和晚辈的孝顺比起来不算什么，很
容易接受和改变。

2.有重点地说。朋友跟我抱怨
说，女儿病了，请老妈来帮忙。早
上跟老妈嘱咐得周到详细，几点吃
药、几点喝果汁、几点吃午饭……
可晚上回家一看，老人给孩子吃错
了药，果汁还剩了半瓶。我告诉
他，跟老人说话要有重点，否则老
人会觉得麻烦、记不住，甚至觉得
自己不被信任而生气。叮嘱老人，
挑最重要的事说就可以了，比如一
天三次吃药，这样老人就不会因为
事杂而混乱了。

3.找“权威”说。老一辈人往
往相信“权威”。这个“权威”可
以是专家，也可以是书本或老人认
为“权威”的人。比如，老人一定
要把食物嚼了喂孩子，儿女提意
见，老人往往会反驳：“你小时候
就是这么被我拉扯大的。”此时，
如果换成一个来家做客的护士朋友
说句话，就可能让老人改变观点。
再如，女儿的话老妈可能听不进

去，可女婿来说，丈母娘就很容易
接受。小区里其他家长的育儿经往
往也能成为老人的“权威”。究竟
老人信哪一套，因人而异，还是看
性格。

4.在适当场合说。想对老人提
意见，最好别当着孩子、家人、邻
居、医生等人的面。老人往往很要
面子，被当众一说，会觉得很下不
来台，不仅不会改，还会更加固
执 。 老 人 特 别 高 兴 时 也不适合
说，否则让人扫兴。散步、睡前看
电视时，成功说服老人的概率会比
较高。

5.让第三代说。不少老人往往
振振有词，让子女无可辩驳。此时
不妨先顺着他的意思，等“谋划”
一番后，让孙辈来说。比如，通常
老人惯孩子，总带他们去吃垃圾食
品，儿女可以给孩子多讲吃菜好的
故事，如小白兔吃萝卜所以跑得
快，山羊吃嫩草所以爬山高，大力
水手吃菠菜所以有力气……不露声
色地“策反”孩子，孩子也会主动
要求吃“菜”，老人自然就“投
降”了。

6.借自己的缺点说。和老人在
育儿观念上有冲突，不妨反着说，
即告诉老人如果不怎样做，孩子就
会变成她不希望看到的那样。对公
婆可以用自己当反面教材；对老妈
可以“牺牲”老公。比如，告诉婆
婆：“我妈惯着我吃糖，所以现在
牙齿老疼。”对老妈说：“你看孩子
爸懒得啥也不干，都是婆婆小时候
给惯的。”注意别反过来说，否则
就如同指责老人在教育自己子女上
很失败。

假如上面几招你都用遍了，老
人还是不听。此时试着想想，老人
的观念或许并不是全无道理。毕
竟，在爱孩子这一点上，你们是完
全一致的。 据《郑州日报》

长辈带孩子 六招巧沟通

初春气候多变，常常感觉她就
像个任性的孩子，由着自己的小性
子，高兴时“暖风熏得游人醉”，
生气时让人倍感“春寒料峭”。有
时遭遇强冷空气的洗礼，气温可以
一夜间骤降十几度，让人感觉仿佛
回到了冬天。所以有话说初春乍暖
还寒要“春捂”；春捂秋冻 ，不生
杂病。

1.“捂一捂”要提前
要关注天气预报的提醒，在冷

空气来临前一两天开始逐渐增加衣
服，白天与夜间气温相差≥8℃就可
以准备“捂”了。

2.保护“首足”很关键
研究显示，头部是人体散热最

多的器官，在环境气温为 15℃时，
从头部散失的热量占人体总热量的
30%；4℃时，散热量占总热量的

60%；而人体下身的血液循环要比
上部差，容易遭到风寒侵袭，尤其
宝宝的脚离心脏最远，对冷敏感，
受凉后会反射性引起上呼吸道血
管收缩，清除病菌能力降低，容
易导致感冒，所以保护“首足”
很关键。爸妈在带宝宝出门时最好
给他们戴上帽子和保暖耳罩，根据
天气情况选择穿上棉鞋或者球鞋。

3.“春捂”也要适度 穿衣多少
有标准

春捂也是讲究度的，穿衣以宝
宝的手心后背不凉，温暖无汗为
宜。春捂绝不是衣服穿得越多越
好，尤其对于我们的宝宝而言，他
们通常运动量较大，“捂”得太
过，出汗太多，反而容易受凉感冒
发烧。

晚综

春捂秋冻 不生杂病

宝宝穿衣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