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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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懂得放手 孩子才会独立
育儿有方

魏攒欢是市直幼儿园大班的一名学生，今年5岁的她扎着两个小辫子，圆圆的
小脸很是可爱。在大家眼中，她是个乖巧独立的孩子，好的个性和习惯的养成，与
妈妈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亲子笔记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玩具、物品，有些能陪伴孩子快乐
成长，但过度依恋，则可能影响孩
子的身心健康。

静静从小就喜欢咬奶嘴，现在
每天从幼儿园回家，无论是看电视、
玩玩具，还是睡觉，一刻都离不开奶
嘴，妈妈用尽了办法都没用。

解析：幼儿阶段常会出现这种
恋物现象，如特别迷恋玩具、小毛
巾、小被子等，一般是因为那样东西
能给他们安全感。这种行为反映了
幼儿生理和心理上最基本的需求，
家长不必担心。随着孩子心智发育
成熟，这种现象自然会有所改善。

昊昊从婴儿期就一直盖着一床
满是小星星的小被子。现在，昊昊
长大了，被子小了，妈妈想给他换
一床新被子，可是昊昊不愿意。每
次妈妈把旧被子藏起来，他就翻呀
找呀，一定要找到才肯睡觉。

解析：这类孩子处于秩序敏感
期，他们会对事件的原有秩序和自
己的生活习惯表现出不容变更的心
理、行为。对待这样的孩子，要用

一些新生事物去吸引他，逐步让他
接受新的生活模式。如果孩子有反
抗行为，家长要冷处理，分散其注
意力。

斌斌是个小男孩，和妈妈去公
园玩，却梳着细细的小辫子，穿着
连衣裙。原来，斌斌特别喜欢妈妈
的裙子和长发，就让妈妈把他打扮
成了小姑娘。

解析：把男孩打扮成女孩的模
样，这种做法不可取。长此以往，
孩子容易对性别形成错误认知，可
能影响心理健康，家长最好别鼓励
这种行为。

对孩子的依恋行为，有如下原
则供家长借鉴：不要常在孩子面前
提起他的依恋行为，这样反而会加
深他的记忆；如果孩子建立了有规
律的生活习惯，不要轻易地去改
变，更不要用藏物、搬家、转园等
方式强硬地对待，以免使孩子紧
张、焦虑，甚至产生抵触心理；每
天抽出时间和孩子相处，多拥抱、
陪陪孩子，给他安全感，分散他对
依恋物品的注意力。 晚综

奶嘴、玩具、妈妈衣物……

幼儿恋物 家长咋办

□孙云晓

近日，朋友圈里一篇“某名校
校长致合唱团家长的一封信”火
了。这篇文章提到，这所名校合唱
团的孩子在国际大赛中夺得银杯，
却不懂礼貌、不会主动帮助别人，在
文明礼貌和礼仪上缺乏教育。文章
引发了不少老师和家长的共鸣。

这封信之所以能广泛传播，是
因为它的内容具有深刻的教育意
义。一方面，这些参赛学生的“名
校”“好学生”身份与其行为存在
着很大的反差，特别是这些孩子的
才艺特长与专业的合唱团队相比都
毫不逊色，却欠缺一些基本的素
养，这的确应该引起父母与教师的
反思。另一方面，这些小学生所表
现出来的问题，并不是特例，而是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那些只
追逐学习成绩和技艺才能的学校和
家庭可能更为严重，这才是需要我
们真正警惕的。

“好孩子”的坏毛病得治。“好
孩子”之所以不好，问题还是出在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观上，老师和家
长看重什么，学生就朝着哪个方向
努力。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好
孩子”所谓的好表现是为了迎合老
师、家长的期待，努力“做”出来
的，而不良表现恐怕才是他们最自
然最真实的表现。

何为“好孩子”？很多父母和
老师在这一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误
区：学习成绩好，才艺特长突出往
往成为父母和老师衡量孩子是否优
秀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这
种标准的要求下，学校和家庭的教

育往往会存在急功近利、重智轻德
的问题。

孩子的教育应该是综合的、平
衡的教育，我们不仅要关注孩子的
智力教育，更需要关注孩子的品德
和人格教育，并且要把立德树人放
在教育的首要位置。但很多学校和
家庭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在日常
生活中不仅经常忽视孩子个人素质
和道德修养的教育，甚至为了追求
学习成绩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父母只注
重孩子的学习成绩，把教育功利
化，忽视孩子的人格教育，其本身
的教育措施和方法都会走偏，甚至
走向极端，孩子的最终教育结果当
然也是片面、失衡的。

如何避免孩子出现这种教育失
衡的现象？我认为家庭和学校应该
确立教育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即教
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健康人
格，而具体途径应该从培养孩子良
好习惯入手。比如，针对孩子大声
喧哗、插队等行为，我们可以通过
培养孩子遵守规则的社会性习惯来
解决；针对孩子缺乏爱心、不肯帮
助同学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培养
其仁爱习惯来纠正等等。

所以，我认为这封信虽然是一
名负责任的校长对自己学生行为的
反思，却揭示了当前教育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
法，需要家庭和学校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从培养孩子的
良好习惯入手，努力促进孩子健康
人格的健全与发展。如果不解决这
一根本目标与核心原则问题，我们
的教育危机将会愈演愈烈。

莫小瞧“好孩子”的坏毛病

哥哥给妹妹讲故事哥哥给妹妹讲故事。。

9 月 6 日，记者来到市区五一
路南段锦辉花园小区，见到了魏攒
欢和她的妈妈王亚丹。王亚丹今年
37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儿子魏
弋乔今年 11 岁，魏攒欢今年 5 岁。
因为平时孩子的爸爸工作比较忙，
孩子的教育问题就落在了她一人身
上。提起对孩子的培养，王亚丹
说：“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在孩子
教育方面，我最切身的感受就是，
当你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自己也比

较年轻，也没有经验，虽然也学了
很多育儿知识，但是在实际中结合
不上。但是到了有第二个孩子的时
候，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生
活、学习等各方面的问题，你都在
第一个孩子身上看到过，已经有所
了解，也有了处理问题的方法和经
验。”

有了两个孩子，王亚丹的生活
没有想象中的紧张和慌乱，因为她
发现，儿子很会照顾妹妹，这让她

减轻了不少压力。每天，魏弋乔都
会带着妹妹一起出去玩，或者教妹
妹一些知识，陪妹妹玩游戏。为
此，他还专门发明了一些针对妹妹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游戏。“有了
女儿之后，我发现儿子突然就长大
了，很有责任心，每天都是他领着
妹妹玩，妹妹有什么问题也是直接
就找哥哥去了，兄妹俩关系非常
好，这也让我在平时的生活中省了
不少心。”王亚丹说。

哥哥照顾妹妹让妈妈很省心

魏攒欢是个比较独立、勤快的
孩子，平时在家叠被子、叠衣服，
把鞋子摆放整齐，还要负责家里一
定区域内的卫生，这些是她每天要
做的事情。

因为儿子小时候，爸爸在外地
工作，家里都是奶奶帮忙照顾，奶
奶照顾孩子无微不至、大包大揽，
孩子独立性很差，所以在女儿很小
的时候，王亚丹就有意识地培养她

独立做事的习惯。“比如，孩子吃
饭，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让她自己
吃，就算饭掉得哪儿都是也没关
系。我觉得不要怕孩子犯错，让他
在错误中反思，吸取教训。其实孩
子比我们想象中更聪明，试过几次
之后，他就会慢慢学会，而且更重
要的是，我觉得孩子的信心是在做
事中慢慢建立的。虽然在大人看起
来他做的事情很小，但是在做事中

他会思考，会想办法，做得好了，
会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也会越来
越自信。”

在学校，魏攒欢也是个老师很
喜欢的孩子，班主任和老师说：

“这个孩子活泼开朗，做事很有条
理，这与家长的教育是息息相关
的，家长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很重要，而魏攒欢妈妈在培养孩子
这方面很有经验。”

让孩子在独立中培养自信

魏攒欢喜欢画画，在她的家
里，记者看到墙上都是她用粉笔画
的画。对于孩子特长的发展，妈妈
王亚丹认为应该随性，看孩子喜欢
什么，让她自由发展。

平时在生活中，王亚丹尊重孩
子的选择，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
间，不会过多地干预。做事之前给
孩子立规矩、讲原则，其他的让孩

子自己做主，在这样的教育方法
下，孩子平时的生活自己安排得井
井有条。儿子魏弋乔现在的生活家
长基本不管，平时他自己定闹钟，
早上自己起床上学，放学后的时间
也是自己安排。

“只要生活的大框架是正确
的，其他的不用管太多，孩子也会
自觉做好的。家长主要负责引导，

其他小事让孩子们自己安排。只有
家长真正做到‘放手’，孩子才会
给你一个意外的收获。”王亚丹说。

采访中，记者也深深地感受到
这个家庭浓浓的亲情、轻松的氛
围，并被这种幸福和快乐所感染，
这种和谐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养成
良好的个性非常重要，也是孩子一
生的财富。

给孩子自由的成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