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王峰和妻
子扮演者不同的角色，爸爸主要负责
孩子的教育，妈妈主要负责生活方
面，但夫妻两人共同的观点就是，孩
子需要家长的关注和陪伴。“只要孩
子在家，我家的电视基本上都没开
过。平时我都是趁孩子不在家的时候
把家务活儿干完，等孩子回来就是专
心陪孩子，不会一边做家务一边让她
写作业。”赵方方说。

在王栩姿家里，空调上、墙上、
柜子上……到处都贴着写有汉语拼音
的纸片。“之前闺女没学过拼音，进

入小学刚开始学不懂，跟不上老师的
节奏，我就在家到处都贴上拼音教
她，让她加深印象。”赵方方说，在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就需要家长的帮助。在王栩姿四岁
多的时候，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弹出的
钢琴曲那么动听她就也想学，就给她
报了个兴趣班，学了一段时间一直学
不好，老师说这孩子在这方面资质太
差，一直学不会，估计坚持不了多
久。听到这话，王峰心想，既然女儿
喜欢钢琴愿意学，就陪她帮助她共同
坚持下去。于是，夫妻俩买来书籍自

己学习摸索，遇到不会的就上网查询
或者请教老师，两个人学会了再教女
儿。“毕竟自己的孩子自己了解，她
哪部分做得不好我们都知道，可以有
针对性地进行指导。”王峰说，如今
女儿已经六岁了，在钢琴学习方面早
已不需要他们的指导，对钢琴的兴趣
仍然浓厚，成了她的一项很重要的课
余爱好。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引导，
养成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王峰
说，孩子需要父母用心用爱去呵护，
他们要和孩子一起进步，共同成长。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尽心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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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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学校学的啥？老师教的都会吗？这位家长有妙招——

让孩子当老师 讲给父母听
亲子讲堂

每天早上，当别的小朋友还在父母一遍遍的催促声中不情愿地起床时，6岁的
王栩姿已经高高兴兴地坐在饭桌前，急着吃完饭去上学。“这个孩子有很强的求知
欲，性格活泼开朗，这跟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王栩姿的老师给出了这样的
评价。11月1日，记者来到市区金江路一小区王栩姿的家里，听她的父母讲述和孩
子之间的成长故事。

亲子笔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在王栩姿家里，进门就能看到一
块带支架的黑板，上面贴着一些写有
汉字的纸片。“这是给她打印的汉
字，因为孩子现在正在认字，贴在这
里便于她加深认识。”王栩姿的妈妈
赵方方说，在孩子学习方面，夫妻俩
常会想一些办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
习，增加孩子对学习的兴趣，这是他
们想到的一个让孩子温习功课的好方

法，让孩子当老师，给家长讲课。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王栩姿的爸

爸王峰关注比较多。“在教育孩子时
方法很重要，如果你对孩子说你今天
都学了什么啊，孩子是不乐意跟你说
的，即使说了有时候也是一语带过，
而我们想到这个办法，让她当老师，
我们扮演学生，她每天回来就很高兴
地把一天学的东西给我们讲一遍，这

样做一方面增加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让她对一天所学的知识温习一遍，另
一方面增加她的自信心和语言表达能
力。”王峰说。在他看来，培养孩子
需要七分哄三分吓，七分哄主要是家
长要在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方面多想
办法，多鼓励孩子；三分吓主要是在
孩子自律性比较差的情况下，要进行
适当的管教和引导。

寓教于乐 常给孩子鼓励

在赵方方的手机相册里，存得
最多的就是一家三口出去旅游的照
片。

“孩子没出生的时候，我们也不
常出去，有了孩子之后想着让孩子多
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不
同的风景，这几年我们经常到全国各
地去转转。”看着照片里从孩子小的
时候需要抱着到现在自己独立的身

影，赵方方感慨地说，他们去过西
安、深圳、珠海、香港等许多城市，
但是旅游不只是到处走着去玩，最主
要的是让孩子感知这个世界，并在旅
行当中教会她一些知识。今年暑假，
他们一家三口到北京，看到了天安
门，王栩姿听父母讲了毛主席的故
事，对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随后，他们又来到

清华大学校园内，一边走着看着一边
听爸爸妈妈一路的讲解，小小的王栩
姿也感受了校园内浓浓的学习氛围。

“旅行让她开阔了眼界，看到了
平时看不到的风景，也培养了孩子的
独立性和责任感。有时候我累了她就
会像个小大人一样照顾我，帮我做一
些事情，让我多休息休息。”赵方方
笑着说。

带孩子旅游 感知外面的世界

孩子出生后，慢慢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们对于
爸爸妈妈的批评指责，带着各种
各样的小脾气。因此，批评孩子
也应讲究策略，应谨记“六个
不”。

人多不批评
孩子也是要面子的，且自尊

心脆弱而强烈，在人多的时候批
评他，拿他跟其他人比较，这对
教育孩子而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儿，不仅让孩子打心眼里对你反
感，还收不到教育的效果。

睡前不批评
相信这是很多家长经常犯的

一个错误，因为睡觉之前比较空
闲，也想起教育这回事儿了，于
是猛说一通，只想让孩子明白父
母的苦心，知晓他的错误，可这
么做的结果是把唯一一点儿亲子
交流的时间也浪费了，并且让孩
子一看到父母摆出跟他聊天的架
势就立即产生抵触心理。

进餐不批评
不少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一

家子团圆起来吃饭，结果孩子就
成了挨批的对象。孩子边吃边听
训，不仅影响食物消化效果，也
令孩子对批评失去敏感性，这种
情况如果持续久了，孩子听训就
会像听歌一样，你播你的他吃他

的，完全起不到作用。
错误不重提
批评孩子最主要的是就事论

事，不要一个缺点连着一个缺点
地批。“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敢
表现！像上次表演，你怎么不敢
上去呢？其他小朋友表演得那么
好！每一个都笑笑嘻嘻的！说一
下你就哭了是不是？还哭？你最
大的毛病就是好哭！”当批评失
去重点，孩子都不知道你在说什
么了，这样的批评还有作用吗？

批评不比较
天下的妈妈最爱的都是自家

的孩子，她们也总觉得自己的孩
子最出色、最可爱。但是也挺奇
怪的，当妈的张嘴闭嘴就是：

“你怎么不看看某某某呢？人家
做得那么好！”似乎天下所有的
孩子都比自家的出色。比较来比
较去，最后却伤害了彼此，并让
忠告变质失效。

情绪不发泄
孩子做得不好，家长经常生

气，控制脾气是一件痛苦的事
情，但是在气头上的教育是没有
结果的，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出来
了，你是痛快了，但是把伤害转
移到了孩子身上，根本收不到教
育的效果。

晚综

批评孩子要谨记“六个不”

□伊茗

在孩子到了两三岁时，很多
爸妈都会抱怨孩子淘气、调皮。
孩子淘气该怎么办？很多爸妈都
会加以阻止，还经常教训孩子说
不许淘气，淘气就不是好孩子
了。其实，两三岁的孩子，体能
发展迅速，他们有能力到处跑、
到处走动，还喜欢碰碰这个、摸
摸那个，表现得很淘气是很正常
的。孩子淘气好还是不淘气好？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淘气
不淘气不是评价孩子好坏的唯
一标准，可目前不少爸妈评判
孩子好坏只看听话不听话。为了
孩子的安全，父母往往是一发现
孩子的淘气行为，就马上予以制
止，可是愈是制止愈引起他的好
奇。

孩子为什么会淘气？因为他
们好奇。在大人看来司空见惯的
东西，在孩子眼里却是每一样都
充满了吸引力，他想一个一个弄
清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孩子
渴望了解更多的事物，也希望自
己能摸摸试试，往往成人越不让
看，越不让做的事情，孩子偏偏
要 看 要 做 ， 成 人 则 视 为 “ 淘
气”。这种淘气是建立在探索欲

望上的行动，并不是坏事。
淘气是孩子的天性，爸妈不

仅不应阻止，而且还应很好地爱
护他、培养他。淘气的孩子总不
满足肤浅的答案，总爱刨根问
底，爱挑刺，这实际上是一种逆
向思维、发散思维，这是发明创
造最需要的一种思维。淘气的孩
子胆大、敢闯、敢干，接触面
广，这对扩大知识面，发展个性
都有好处，千万别把他们束缚得
死死的。

事实上，淘气并不是被打骂
之后能立即停止的。孩子的理解
是有限的，他只感到这是一个制
止自己的举动，并不能理解大人
的用心，于是孩子会变得畏缩、
恐惧，在成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不
必要的心理障碍。父母如果反复
给予严厉地制止或责骂，孩子会
逐渐放弃淘气，变成一个老实听
话的“乖孩子”，其结果必然压
抑了孩子的自发性。当这种“乖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由于自我
的萌发，他们对长期受压抑的情
绪不堪忍受，甚至会患身心性疾
病。因此，爸妈们应该明白，用
鼓励和赞扬来塑造孩子的品行，
会比说威胁性、抑制性的话更有
效。

淘气不是判断孩子好坏的标准

王栩姿给妈妈王栩姿给妈妈““讲课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