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窒息、溺亡、坠楼……近期，
接连发生的儿童安全事故让人痛心
不已，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儿童安全
话题的再度聚焦和思考。进入暑
期，又到了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
孩子身边还有多少“伤不起”的疏
忽亟待填补？家长又该如何为孩子
的安全保驾护航？下面介绍八招教
会孩子防范意外伤害。

一、注意获取感觉
在紧要关头，应该相信直觉。

家长不仅要告诫孩子留神从接触的
人或事中获取不安的感觉，还要注
意倾听，鼓励孩子讲出他感觉不安
的人和事。

二、学会识别诱惑
平时，家长应告诉孩子，对于

陌生人问路或请求协助寻找丢失的
宠物之类的事应保持警惕——这是
犯罪分子诱拐儿童的两种普遍策
略。有的罪犯自称是消防人员，编
造你家房子着火的紧急情况等。家
长应告诉孩子，任何人甚至是警察
和消防员，在未得到孩子监护人允
许的情况下，都不能将他带走。

三、不要只关注陌生人
家长常会这样叮嘱孩子：“不

要跟陌生人说话。”什么是陌生
人？孩子并不一定真正懂得，若让
孩子画出陌生人的面孔，一般他都
会画出一个可怕的面孔。其实，那
些想侵犯孩子的人一般都会装出一
副和蔼可亲的面孔。据有关方面调
查，对儿童进行性犯罪的嫌疑人中
90%是儿童认识的人，家长应特别
提醒女孩儿不要单独外宿或跟异性
到任何地方去。

四、要学会大声呼叫
小孩子身单力薄是打不败侵犯

者的，因此不用教一个小孩子如何
用拳脚打败侵犯者，但是孩子却能

做许多吸引周围人注意力的事情。
比如，大声呼喊：“救命！他不是
我的爸爸！”骑自行车的孩子可以
利用自行车为掩护物，让罪犯难以
将你劫持走，同时大声呼救。这样
会引起围观者的注意和警惕，争取
得到救助的可能。

五、要勇敢地说：“不！”
做父母的都想培养有教养的孩

子，但也应让孩子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打破常规。比如，假如有人威
逼孩子做无礼或危险的事时，要勇
于说“不”！

六、能帮你的人很多
遇到麻烦找警察，是最基本的

常识，但仅此还不够。假如警察不
在附近，孩子就不会求助于任何
人。还应让孩子知道，公园、商
场、电影院等地方的工作人员都可
以求助，多一个机遇就多了一个生
存的希望。

七、警惕电子领域
无论家里有没有计算机，家长

告诉孩子注意电子领域的安全事项
也非常重要。孩子可能在学校、图
书馆和同学的家里使用网络，因
此，应告诉孩子要注意保守家庭及
个人的一些秘密，不要轻易约见在
网上结识的任何人。

八、在游戏中提高应急能力
仅跟孩子讲述一些自护自救的

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说了当时可能
记住了过后一会儿就忘记。唯一能
使孩子掌握的途径是通过角色游戏
和演练，并且经过多次演练逐渐掌
握要领。在家庭游戏中，父母可设
计多种可能发生的情景，向孩子提
出问题，测试他们的反应能力。同
时，还要演练父母和孩子之间如何
保持通讯联络等内容。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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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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幸福，叫陪孩子一起成长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见习记者 杨 旭

随着保姆费用的
居高不下、隔代育儿
的力不从心等现象的
出现，一些女性生完
孩子后选择做了全职
妈妈。几年前，随着
孩子的降生，在全家
人的支持下，张小敏
也选择做了一位全职
妈妈。在她看来，这
份特殊的工作虽然很
累但更多的是幸福和
快乐。7月 5日，记
者见到了张小敏，听
她讲述和儿子张涵森
之间的亲密故事。

→张小敏陪儿子一起画
画。

亲子讲堂

育儿有方

“妈妈，我再吃一块巧克力行
不行嘛？”“爸爸，我再看十分钟电
视呗！”“奶奶，我今天只上半天幼
儿园好不好？”……随着孩子慢慢
长大，渐渐开始跟父母谈条件。

“讨价还价”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主
意识，促进成长，但是如果父母处
理不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味
妥协会让孩子变得自私、骄纵；一
味拒绝会让孩子变得怯懦、无主
见。宝宝“讨价还价”时，家长该
怎么办呢？

商定规则 与孩子一起协商规
则更能激发他遵守规则的主动性。
家长要以通俗的语言告诉他为什么
制定这样的规则，为什么有些事不
可以不能“讨价还价”。比如，家
长与孩子共定规则“先洗手，再吃
饭”，这不可“讨价还价”，否则手
上的细菌就会吃进嘴里会生病。

抓大放小 孩子“讨价还价”，
家长不可一味妥协，也不可全部拒
绝。重大原则性问题一定要拒绝，

不给孩子“讨价还价”的余地，比
如，“晚上刷牙后不能吃东西”，这
是个原则性问题，家长不要做任何
让步。对于非原则性问题，可以适
当让步，给孩子一些自主的空间。
比如，“先收玩具，再看动画片”，
孩子央求先看动画片，再收拾玩
具，父母可以做适当让步，只要孩
子能把玩具收拾好就行了。

态度一致 家长立场要坚定，
前后态度要一致，不可情绪化，不
能心情好时孩子“讨价还价”就让
步了。孩子尝到甜头，就会察言观
色，想方设法让家长妥协。

做好“售后服务” 家长无论
是拒绝还是妥协，都要向孩子讲清
理由，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对于
非原则性问题，家长做出让步后，
还要督促到位，不可放任自流。比
如，孩子央求先玩游戏，再整理房
间，家长在让步后还要督促孩子整
理房间，落实到位。

晚综

巧妙应对孩子的“讨价还价”

记者见到张涵森时，他正在
屋子前的平地上和小朋友一起跑
着玩，妈妈叫了几遍，他才满头
大汗跑过来跟记者打招呼。张涵森
今年五岁，在市区一所幼儿园上
学。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当妈妈
了，因为休完产假要上班，很多人
就把孩子交给家里的老人来带，但
是我想自己带孩子，看他第一次微
笑、第一次翻身、第一次站立……
我希望孩子每一次新的尝试，我都
不会错过。所以，经过深思熟虑，

在家人的支持下，我选择做了全职
妈妈。”今年26岁的张小敏对记者
说，全职妈妈可以把整天的时间都
留给自己的孩子，安抚他、拥抱
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妈妈。

相信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当
妈”这件事儿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女人到了年龄结婚、生子，于是自
动上岗。而事实上，做母亲，特别
是做全职妈妈，却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情。

“我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

满。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回来后
要洗衣服、打扫卫生、做家务。买
菜做饭，一日三餐，花心思合理搭
配饮食营养，保证家人的健康。下
午去接孩子放学，晚上陪孩子看书
或者陪他去上兴趣班。儿子在家的
时间，每天晚上和周末全部用来陪
伴他。” 张小敏说，孩子的爸爸工
作比较忙，孩子从小就是自己带
的，有时候真的感觉很累，仅是全
天陪孩子玩，然后在孩子睡着后整
理玩具收拾残局这一项，就相当消
耗精力。

全职妈妈的艰辛

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虽然有点
累，但张小敏收获的更多是快乐和
幸福。

“平时看我比较累，儿子都会
过来给我捶捶背，亲亲我，这时候
真是感觉很幸福。我以前是个急性
子，脾气也不好，但是随着一天天
陪伴儿子成长，我发现自己越来越

有耐心，喜欢看着他每天带给我不
一样的惊喜和变化，他让我体验到
作为妈妈的幸福。”张小敏说，平
时，她也看了不少家庭教育方面的
书和文章，了解到“高质量的陪
伴，就是最好的教育”“想要孩子
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成为那
样的人”“和孩子要像朋友一样平

等相处，了解孩子内心”等，自己
也用心去实践，越来越享受和儿子
的亲子关系。“有时候感觉不是我
在陪伴他成长，而是他在陪伴我
又成长了一次，像一面镜子一样
折射出了我身上的很多不足，从而
反省纠正，慢慢变成他更喜欢的妈
妈。”

收获快乐和幸福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张小敏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孩子小时候一定要养成好习
惯，要懂礼貌，我在这些方面很注
意培养孩子。你要想孩子变成什么
样，首先自己要做到给孩子树立榜
样。比如，你想要孩子看书，但是
自己却在玩手机，孩子就会说凭什
么你能玩他就不能玩，这样是教育
不好孩子的，所以我平时做事时很
注意。带孩子责任很大，有时我也
会觉得压力很大，怕教育不好孩
子，怕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张

小敏说，另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开始对某些方面表现出特殊的敏感
和强烈的好奇心，也正是培养他们
兴趣爱好的最佳时机。她给儿子报
了轮滑班和画画班，这些都是他自
己比较感兴趣提出想要学习的。只
有在自愿的基础上，孩子对某件事
物感兴趣，他才会愿意去学，学习
效果才好。

除了在家全身心陪伴孩子，孩
子上学张小敏也没闲着。“我每天
都会跟老师沟通，看孩子在学校怎
样，如何教育孩子，我都会跟老师

讨论。有些家长认为孩子送到学校
就没事了，其实，作为父母一定要
多关心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要
积极配合学校老师的教育，才能事
半功倍。”张小敏说，她还是学校
家委会的成员，平时积极参加和配
合学校的各项活动。

张小敏说，自己当妈妈时年龄
很小，育儿经验很缺乏，一路走
来，自己和儿子一起在成长，是儿
子给了她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只有
更加努力，才能与孩子互动互补、
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