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是一门技术活，必须
要有精湛的技能和方法才能把孩子
教育好。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随
着每个家庭孩子数量的减少，大多
数家庭都面临着育儿难的问题。虽
然父母都用心了，但是教育出来的
孩子还是个叛逆儿。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呢？父母的教育方式到
底错在哪里了？

1.溺爱孩子
现在溺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常

见的词汇了。大多数家庭的孩子都
被溺爱，被溺爱的孩子，一般比较
自我，比较任性，碰到稍不顺心的
事情就给人脸色看，也从不顾及他
人的感受，这些孩子顶撞父母，顶
撞爷爷奶奶，简直无法无天。父母
碰到这样的叛逆儿，主要还是因为
父母把孩子给惯坏了，宠爱坏了。
如果父母一贯的作风就是小孩的要
求有求必应，在这样的环境下，当
孩子到了叛逆期后，如果他们得不
到想要的，那么他们自然会做出叛
逆的举动，轻者顶撞大人，重者可
能离家出走。为了防止叛逆儿的出
现，父母要警惕了，爱孩子没有
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爱就大错
特错。

2.出尔反尔
在孩子的眼里，父母就是他们

的天和地。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

响着孩子。但是有些父母说话并不
算话，答应孩子做的事情到最后却
食言。还有的父母，自己没有做到
的事情，却要求孩子去做。比如
说，父母教育孩子不能挑食，结果
父母自己却出现挑食的情况。长此
以往，孩子会不再信任父母，也会
无视父母的话语，一旦父母激怒了
他们，他们可能就会变成刺猬，出
现刺人的举动。其实，人之初，性
本善。没有坏孩子，也没有不听话
的孩子，关键看大人怎么教育。所
以，父母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
然，父母何以严格要求孩子呢！

3.不尊重孩子
很多父母可能都会认为孩子太

小，骂他们是为他们好，打他们也
是为了他们好。这种稍微有些暴力
倾向的父母完全忽略了孩子的自尊
心。其实，无论多小的孩子，他们
受到表扬时都会感到高兴，受到责
骂时都会感到悲伤。作为孩子的父
母，必须要尊重自己的孩子，不要
把自己的孩子同别的孩子比较；不
要责骂自己的孩子不如别的孩子；
父母也不要当着他人的面责骂或
打骂孩子。一旦孩子的自尊心受到
伤害，要么会让孩子感到自卑，要
么就会激发孩子的叛逆心理。所
以，要想孩子听话，尊重孩子是关
键。

用错误方式教育，只会越教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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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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律性强，热心帮助同学，是老师的好帮手

这位小班长 真是不简单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张晨阳今年 9 岁，
是市实验小学三年级的
一名学生。作为班长，
他是老师眼中的得力助
手，人小主意大，“自律
性强，对同学们要求也
高。”这是老师对他的评
价；在爸爸妈妈眼中，
除了跟其他孩子一样有
强烈的求知欲，张晨阳
是个小大人，懂事、孝
顺、责任心强。

他有着怎样的成长
故事？7月13日，记者
来到张晨阳家中，对他
进行了采访。

→张晨阳每天都会主动
弹奏钢琴，从不用家长督
促。

亲子讲堂

亲子笔记

□曹东亮 张素玲

2013年3月25日，我搬来一把
椅子正要坐下，一个小孙女看到椅
子不干净，赶紧拿卫生纸擦了擦。
3月26日晚上，90岁的太奶奶要往
沙发上坐。另一个小孙女发现沙发
上有个盒子，就赶紧过去把盒子拿
到了一边，然后才让太奶奶坐下。
3月27日早晨，一个小孙女骑着小
电动车在院里玩。刚到门口，看到
太奶奶从屋里出来了，就赶紧刹住
车对太奶奶说：“别绊倒了，我不
走，你先走。”3月13日下午，我从
楼上拿晒好的棉被，要从比较陡的
楼梯上下来时，一个小孙女在下面
喊：“爷爷，你小心点啊。”另一个
小孙女也关切地跟着喊：“爷爷，
慢慢下，小心点啊。”正在做饭的
老伴也从厨房出来了，看到两个小
孙女这样地关心爷爷直夸她们。老
伴高兴地说：“有付出就有回报
呀。”

这使我们想起半年前，当时看
到一段关于幼儿教育的文章，说是
美国一位博士提出幼儿是感情的蓄
水池，需要大人多关心多照顾。关
于这一点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不
能完全同意人家的理论，最后提出
孩子应该是感情的供水塔。蓄水池
理论只接受情感不输出情感，是不

完整的，甚至有可能导致不良后
果。当蓄水池里储满水后，如果不
能不断地输出输入，那池子里的水
会慢慢蒸发掉。即便剩下一点点，
也是腐败腥臭的污水。从小娇生惯
养，长大不知回报的并不少见。不
能说他们小时候缺少父母的关心照
顾吧！而我们提出的供水塔理论，
不光是接受情感还要输出情感。孩
子就是一个情感的供水塔，需要不
断地注水，需要家长的关怀照顾。
但供水塔注水的目的不仅是因为要
满足自身的需求，更是为了供给别
人。在我们一开始关心照顾孩子的
时候，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引导教育
孩子学会关心照顾别人。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两个小
孙女学会走路有了自主行为以后，
就开始教她们帮大人做一些事。比
如，拿个小笤帚，搬个小凳子。在
两个小孙女刚学说话能够用简单的
语言表达的时候，就开始教她们对
大人的关心要表示感谢，并逐渐学
会关心大人。诸如“谢谢奶奶”

“妈妈辛苦了”这些话。两个双胞
胎小孙女是 2011 年 3 月 5 日出生
的，上面日记中记录的行为和语言
是发生在她们刚刚三岁的时候。如
果还能让人满意，那也算是阶段性
教育成果吧，我们还要坚持下去。

孩子是情感的供水塔

在大家眼中，这是个看上去酷
酷的帅哥，不管穿什么衣服，总是
干净清爽。不管什么时候，他的鞋
子总是干干净净。“对自己的仪容
仪表很重视。”张晨阳的妈妈陶国
芹笑着说，儿子对自己的着装要求
严格，认为外在是一个人修养的体
现。而这种对自己的要求也延伸到
学习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他自律性强，对同学们要求

也高，很棒！”班主任魏艳娜如此
评价张晨阳。在魏艳娜眼中，张晨
阳是个独立、有主见的孩子，总是
及时给予同学们应有的帮助，是老
师的好帮手。“交给他什么事情总
是很放心，不用说太多，他很聪
明，在同学中总是起着很好的带头
作用。”

课堂上，张晨阳认真听讲，课
下及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也班上

名列前茅。“有不懂的问题我一定
会找老师问清楚的，把课堂知识在
学校消化吸收。”张晨阳说起话来
很有逻辑性，表达能力不错。除了
课堂上比较专注，课下做作业也很
认真，能做到字迹工整、卷面整
洁。“自己首先要做好，才能给同
学们做好表率。”张晨阳认为，一
个合格的班长首先要在各方面严格
要求自己。

自律性强

放学后，张晨阳的小世界也是
丰富多彩。从6岁开始学习钢琴的
他，对钢琴有着独特的爱好。每天
他都会主动坐在钢琴前认真弹奏，
用心体会钢琴乐曲的旋律。“因为
他喜欢，所以会比较主动练习。”
陶国芹说，儿子练琴向来都是自己
主动练习，不用自己过分督促。7
月 13 日下午，记者到张晨阳家中
采访，还没进门，远远就听到了从

屋里飘来的悠扬琴声，张晨阳正在
练琴。

除了喜欢钢琴，张晨阳还非常
喜欢玩航空模具，家里的一角专门
摆放着他的这些航空模具，他说自
己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名科学
家，研制出更多更厉害的军事武
器，对国外敌对势力起到震慑作
用，为国家的强大做出自己的努
力。此外，他还一直在坚持学习国

学知识。体育运动方面，这个男孩
子喜欢散打和游泳。“学的东西比
较杂，但都没有那么深入，还需要
继续学习。”采访中，陶国芹表
示，儿子还是有同龄人身上共有的
贪玩天性，有时候做事情不够坚
持，这是她希望孩子能够完善的地
方。而张晨阳也表示，自己以后会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接受妈妈
的监督。

爱好广泛

陶国芹告诉记者，家里主要经
商，自己和丈夫学历并不高，但对
于孩子的培养上，她和孩子爸爸一
直也都在探索方法。而他们对孩子
的期望很简单，只是希望孩子能够
成为一个阳光、正直、善良、快乐
的人，“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有
主动选择的权利就是幸福。”陶国
芹笑着说。

家里生意很忙，但为了孩子的
成长，陶国芹和丈夫商定好，陶国
芹在家全心照顾孩子。而从孩子幼
儿时，他们便在孩子的培养上制定
了几条基本原则，如做事要守规
矩、做人要正直、要多听其他人的

建议等。“从来不撒谎，很善良，
特别孝顺。”陶国芹介绍，遇到有
在外面摆摊的小贩，儿子总是上前
买些东西；遇到老弱病残等弱势群
体，也总是第一时间尽可能地帮助
别人；去外面吃到好吃的总会带回
家给家人；对于小动物也是爱心满
满……

采访时，说起眼中的妈妈，张
晨阳说：“我妈跟其他同学的妈妈
都不一样。”细问后，这个孩子说
出的话让陶国芹感动不已。“我妈
妈和爸爸刚开始创业时吃了很多
苦，她脸上都有皱纹了，没有班上
同学的妈妈们那么年轻，但我的哥

哥已经 20 岁了，妈妈很爱我们。”
说着这些话，这个看上去酷酷的男
孩眼眶湿润了，他很心疼自己的妈
妈。

“多跟老师沟通，多跟其他学
生家长交流。”陶国芹说，培养孩
子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提
高的过程，她一直在探索更适合孩
子的方法，所以她一直坚持积极参
与学校活动、跟老师互动、跟其他
学生家长探讨培养孩子的方法。

“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们的方法
也 要 跟 得 上 孩 子 成 长 的 步 伐 才
好。”陶国芹说，她会一直学习下
去。

懂事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