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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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多一些陪伴 孩子多一点阳光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见习记者 杨 旭

近期，市区各个中小学陆续放假，孩子们又迎来了快乐的暑假生活。然而，如何让孩子过一个
缤纷多彩的假期，又成了每一个家长头疼的事情。6月27日，在临颍县一处拓展训练基地，记者见
到了几位陪孩子一起来体验生活的家长，听她们讲述和孩子之间的故事。

教 官
在教孩子
们正确的
握枪姿势。

亲子讲堂

6月27日上午，一群身穿迷彩
服的孩子在教官的带领下，正在进
行各项活动，旁边坐着几位陪孩子
来的家长。

孩子们在烈日下训练，市民张
艳霞则忙着给孩子们拍照。她的儿
子郭家彤上小学三年级，这次在班
级家委会的组织下参加了这次活
动。“想给孩子多拍些照片留作纪
念，等他长大了每次翻看都会想起
小时候的精彩生活。”张艳霞对记

者说，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孩子在
家也是看电视、玩电脑、玩手机，
如果家长不给予安排和引导，孩子
的暑期将会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不
如多带他出来参加一些活动，多运
动多体验，让他能过一个有意义的
暑假。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
子，全家的关爱都在孩子身上，孩
子不娇气才怪呢，趁着暑假让孩子
来参加这样的拓展训练，也是为了

锻炼他各方面的能力。另外，也让
他吃吃苦，了解生活中不止有甜
蜜，还要面对很多困难。我希望孩
子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增加生活
体验。去年，我就给他报了一个夏
令营，让孩子出去锻炼一下。而
且他参加活动我也尽量参加，多
一些跟孩子的相处时间，也增进
亲子关系。”张艳霞说，她希望儿
子通过参加活动能更加勇敢，更有
毅力。

陪孩子参加拓展训练

“这次活动是孩子自己要参加
的，我和她爸爸从来不强迫孩子做
什么事情，一切都看她自己的意
愿，我觉得这才是对孩子的尊重，
是对孩子最大的爱。”陈家瑞的妈
妈苏女士说。

陈家瑞今年9岁了，虽然长得
清秀，但是她做事很干练。妈妈苏
女士说：“孩子性格和好习惯的养
成很重要，我们平时就比较重视这
一点。我在生活中发现，现在很多

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孩子从小到
大，什么事都是父母给安排好，什
么决定都是父母帮他拿，就连吃什
么饭，穿什么衣服，有些家长都包
办了。有些父母在处理孩子的事情
时，认为‘孩子小，什么也不懂，
还是我决定吧’。父母没有意识
到，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
包办使孩子没有过多的选择机会，
因此，孩子也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
孩子。所以，我在这方面格外注

意，一般有什么事都是让她自己拿
主意。放假期间，时间一般都是她
自己安排，有时候我也会给她一些
合理化的建议，但最终还是她自己
拿主意。她自己也安排得很有条
理，每天的学习娱乐都有计划，养
成了比较好的习惯。另外，因为她
做事比较有主见，其他孩子都喜欢
听她的，这也锻炼了孩子的领导协
调能力。这次活动她组织了身边不
少孩子过来呢。”

假期由孩子做主

今年十岁的王子涵在活动中的
表现格外引人注意。无论是选队长
还是帮教练搬东西、帮同学铺床，
他都表现得很积极。

“这个孩子很爱帮助别人，也
很自信。”这是教练对他的评价。

王子涵的妈妈李女士说：“现
在很多人喜欢玩手机，我也喜欢
玩，但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尽
量不碰手机。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

关注孩子，认为只要孩子在自己的
视野范围内就是陪伴孩子，就是关
注他。所以，有些家长会玩着手机
陪着孩子。其实这样不是真正关注
孩子，当你真正关注他们的时候会
发现孩子情感上的需求很大。有
的时候，儿子在做一件事情，我
就看着他做。当他特别有成就感
的时候，他就会回头看我一眼，我
们通过眼神交流，笑一笑，或者点

点头，他内心就获得极大的满足。
而如果孩子需要妈妈欣赏、肯定
时，妈妈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
注意到孩子，这样的陪伴是没有
作用的。特别是寒暑假期间，放
假时间长，家长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比较多，这时孩子需要家长更多的
关注，所以，我尽量抽出时间多陪
陪孩子，让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
期。”

陪伴时多关注孩子

亲子笔记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逐渐意
识到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
在早教上大下工夫，觉得孩子未来
都和早教密切有关，也就出现了不
少疯狂早教的可怕画面。

1.含着奶嘴上早教课程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只

要吃好、睡好、玩好，父母多陪伴
就足够了。但有的的父母却不这么
想，认为早些上早教课程非常重
要，也就出现了孩子含着奶嘴去上
早教班的奇怪现象。不可否认，早
教对孩子的潜能挖掘、智力提升都
有帮助，但过于追求效果和带着目
的性的早教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
果。

2.追求昂贵的早教课程
原本早教的意思是“早期教

育”，而这一块完全可以由父母本
人搞定的事情，现在却成了不少父
母之间攀比的焦点。孩子的早教课
程一定要选择外国洋课程，价钱一
定要最昂贵，老师一定要有外教。
诸如此类的想法在父母中比比皆
是，令育儿专家哭笑不得。早期教
育并非越贵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

最好的早教，家长们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问题，而不是相互之间攀比，
否则对孩子的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3.过多压力之下的早教
所谓的早教就是通过一些游戏

和活动，让孩子在某些方面得到一
定锻炼，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和
智力发育。但是如果父母过于追求
早教要学到知识或是其他技能的
话，这样子的早教对孩子的压力就
太大了。他们本处在无忧无虑玩耍
的年龄，却背负不属于他们年龄的
压力，怎么能健康成长？

4.不合常理的早教方式
现在网络上流行一种所谓的

“狼爸”“鹰妈”教育方式。在孩子
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这种类似于折
磨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给予肉体上
的训练。不可否认，在这样的训练
方式之下有些孩子成材了。但育儿
专家就提醒父母，偶然并不等于必
然，个例不代表所有人。孩子的童
年应该是快乐无忧的，以摧残孩子
童年为代价的教育方式是不健康
的，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据《现代教育报》

四种早教行为 爸妈切勿这样做

□伊 茗

女儿在 3 岁半时鹦鹉学舌般地
学会了说“对不起”，当时的确是
让我高兴了一阵子。但后来发现，
一旦她做了错事，她就会没有一丝
愧疚、轻描淡写地说：“我说对不
起总可以了吧。”于是，我一直在
找机会让孩子理解“谢谢”“对不
起”等礼貌用语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幼儿园举行大型的文
娱表演，我答应了女儿到时候一定
会去观看她的演出。但后来因为我
没能抽出时间错过了，当晚女儿在
埋怨了之后，一直沉默不语。在她
睡前，我坐在她的床前，真诚地对
她说：“宝宝，妈妈知道你的演出
非常精彩，错过你的精彩表演，妈
妈感到伤心，更为没能实现诺言感
到对不起你。对不起，宝宝。”孩
子听完，紧紧地搂着我哭了。父母
在孩子面前，也不可能是完人，在
做错事的时候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对
孩子说声“对不起”，这才能让孩
子真正懂得“对不起”别人不是件
轻描淡写的事。

同样，在孩子帮助我递过一件
小物品时，我也会诚恳地说声“谢
谢”，在孩子扑向刚下班的我并说

“妈妈好”时，我也同样表现出格
外的兴奋。渐渐地，孩子不再随随
便便地滥用礼貌用语了，她懂得了
这些词汇所传达的应该是人与人之
间最真实的情感。

女儿刚入幼儿园时，经常因抢
夺玩具而与别的孩子发生矛盾，这
也是同龄孩子普遍的特点。我也曾
简单地告诉她要懂得谦让，但效果

并不好。她曾对我说，谦让并不让
她高兴。我明白，孩子没有在谦让
这种交际方式中感受到快乐。现在
有些父母也会对孩子说：“如果别
人要抢你的玩具，你可以对他说

‘我们一起玩好吗’。”其实，合作
是社会礼仪活动中更为复杂的一种
方式，对于孩子来说，“一起玩”
要比谦让更难以应对。于是，我对
孩子的“改造”首先从谦让开始。

平时，我每天都尽量抽出时间
陪孩子一同玩耍，但这次我把自己
的 角 色 稍 作 了 一 下 调 整 ， 不 是

“陪”，而是以一个大孩子的身份与
她一起玩。我会对她说我也喜欢那
些可爱的玩具，甚至把她的小朋友
请到家里来一起玩“过家家”。起
初，我也与她及别的孩子争抢自己

“喜欢”的玩具，但大部分时间
里，我们玩得非常高兴。后来有一
天，我对她说：“本来我们玩得很
高兴，但跟别人抢玩具不是件高兴
的事，怎么办呢？”过后，我看得
出来，她也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有
一次，在与别的孩子一起玩的过程
中，女儿把一个玩具让给我玩。我
马上表现得异常的兴奋，并大声对
所有的孩子说：“言言 （我女儿的
小名儿） 真好！她太让我高兴了！
明天我还要和她玩！”我的异常兴
奋感染了女儿及其他孩子们。爱玩
的他们发现谦让原来也是件令人高
兴的事。

渐渐地，在我与他们的游戏
中，谦让成了很常见的事，而在此
基础上，女儿与小伙伴们在一起游
戏时也很少发生矛盾，谦让促成了
她与伙伴们的合作。

礼仪教育从“心”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