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放学回家，是曹江贺一家固
定不变的亲子时间。“父母要做孩子
最好的朋友，朋友对孩子的影响最
大，我们要给他传递好的信息，传递
正能量，让他在更愉快的环境里茁壮
成长。”曹江贺笑着说，他和儿子关
系最好，每天不管有多忙多累，晚上
都要抽出时间陪儿子。

穿上特制的衣服，曹江贺和儿子

扮演的蜘蛛侠逗得妈妈笑个不停，这
是曹江贺家里经常上演的一幕。因为
儿子喜欢这些电视电影上的人物，于
是曹江贺常常买来各种人物的服装，
父子俩穿上就开始角色扮演，打打闹
闹中增进了父子感情。此外，曹江贺
和儿子的亲子装也占据了衣橱的一大
半空间，父子俩常常穿着亲子装走在
大街上，吸引了不少行人的目光。

“有些家长说忙，没时间陪孩子，但
是你要了孩子就要对他负责，所以要
合理分配并安排好自己工作和照顾家
庭的时间。”曹江贺说，在和孩子的
相处中，孩子也带给他很多启发和快
乐，他现在的一些工作就是平时和儿
子在一起玩受到启发才做出来的，他
很享受这种亲子相处的时光，他会陪
着儿子一起快乐成长。

做孩子最好的朋友

被过度宠溺的孩子，由于长
期被父母的溺爱所包围，一切以
自我为中心，自私又自利。家长
注意，这十大溺爱行为容易导致
宝宝性格缺陷。

特殊待遇 孩子在家庭中的
地位高人一等，处处特殊照顾，
吃“独食”。这样的孩子自感特
殊，习惯于高人一等，必然变得
自私，没有同情心，不会关心他
人。

过分注意 一家人时刻关照
他，陪伴他。这样的孩子以自我
为中心，家人都要围着他转，一
天到晚不得安宁，注意力极其分
散，“人来疯”也特别严重，甚
至客人来了闹得没法谈话。

轻易满足 孩子要什么就给
什么。有的父母还给幼儿和小学
生很多零花钱，孩子的满足就更
轻易了。这种孩子必然养成不珍
惜物品、讲究物质享受、浪费金
钱的坏性格，并且毫无忍耐和吃
苦精神。

生活懒散 允许孩子饮食起
居、玩耍学习没有规律，要怎样
就怎样，睡懒觉，不吃饭，白天
游游荡荡，晚上看电视到深夜
等。这样的孩子长大后缺乏上进
心，做人得过且过，做事心猿意
马，有始无终。

祈求央告 例如边哄边求孩
子吃饭睡觉，答应给孩子讲 3个
故事才把饭吃完。孩子的心理
是，你越央求他，他越扭捏作

态，不但不能明辨是非，培养不
出责任心和落落大方的性格。

包办代替 三四岁的孩子还
要喂饭，还不会穿衣；五六岁的
孩子还不做任何家务事，不懂得
劳动的愉快和帮助父母减轻负担
的责任，这样包办下去，必然失
去一个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
的能干、上进的孩子。

大惊小怪 孩子哭一声赶紧
去哄，摔跤后赶紧去扶，有病痛
时表现惊慌失措，娇惯的最终结
果是孩子不让父母离开一步。这
些孩子就打下懦弱的烙印了。

剥夺独立 为了绝对安全，
父母不让孩子走出家门，不许和
别的小朋友玩，时刻不能离开父
母一步；这样的孩子会变得胆小
无能，丧失自信，养成依赖心
理，在家里横行霸道，到外面胆
小如鼠，造成严重性格缺陷。

害怕哭闹 由于从小迁就孩
子，孩子在不顺心时以哭闹、睡
地、不吃饭来要挟父母。溺爱的
父母就只好投降，迁就。打骂爸
妈的孩子会变成无情的逆子，在
性格中播下了自私、无情、任性
和缺乏自制力的种子。

当面袒护 有 时 爸 爸 管 孩
子，妈妈护着；有的父母教孩
子，奶奶会站出来说话。这样的
孩子时时有“保护伞”和“避难
所”，其后果不仅孩子性格扭
曲，有时还会造成家庭不睦。

晚综

这些溺爱行为 可能毁掉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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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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规矩 不溺爱 以身作则 和孩子交朋友……

教育孩子 他们有一套
亲子讲堂

亲子笔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家长是孩子的榜样，
家长的一言一行会给孩子
带来深刻的影响。从小给
孩子立规矩、不溺爱，处
处给孩子做榜样，还能和
孩子一起疯玩，做他最好
的朋友。这便是曹江贺和
韩克敏夫妇的育儿经。11
月 29 日，记者见到了
这对夫妇，听他们讲述三
口之家的幸福和快乐。

□伊茗

21世纪是信息时代，网络世
界。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要
按照信息社会对社会成员的要求
培养孩子，使孩子具备在新世纪
中生存、竞争和发展的能力。据
统计，目前我国上网人数已达
2650万，并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
增长，其中青少年占 80%以上。
网络已成为青少年学习知识、交
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
同时，青少年也最容易受到网络
不健康内容的侵害。

对于少年儿童上网，父母最
大的担心是“网络陷阱”“网络
谎言”“网络色情”会毒害他们
稚嫩的心灵。应该说，这种担心
是有道理的。在网络时代，孩子
上网，父母还心存疑虑：既怕自
己不懂电脑无法指导；又怕孩子
耽误学业，上网无助于考试与升
学。因此，还是不让孩子上网或
限制上网，有的父母还监视孩子

上网。
处在这样一个知识、技术、

观念、思想都剧烈变动时代的父
母，与其对孩子上网“追堵打
压”“因噎废食”，不如顺应时代
潮流，接受现代社会新的价值观
念。信息的流通，从实质上改变
了中国传统的长辈与晚辈的关
系，促进了家庭的民主，使两代
人平等起来，关键是一直接受传
统教育观念的父母们，如何理解
和适应这种“平等”。

网络时代的父母应该放下架
子，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学习
电脑网络知识，加强对孩子的人
文关怀，和孩子一块上网。要告
诉孩子注意网络安全。在网上不
要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学校、
住址、家庭电话。对电子邮箱地
址、网上账号、电话、信用卡号
码和密码等家庭背景资料要保
密。还要告诫孩子对不认识的人
的来电来函要多加留意，谨防陷
入坏人的圈套。

网络时代 该怎样做父母

“叔叔好，阿姨好。”曹家豪见
到记者，就热情地打招呼。今年 8岁
的他在市区一所小学上三年级，爸爸
曹江贺是个生意人，妈妈韩克敏是个
全职妈妈。对于孩子的教育，夫妻俩
持有相同的观点：立规矩，不溺爱。

在曹家豪的家中，桌子上各种飞
机、汽车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儿
子每次玩过玩具之后都会自己收拾好
放回原处，这是我们从小就给他立下
的规矩，我告诉他，如果他玩过玩具

后就扔在那里不管了，那说明他不喜
欢这个玩具了，我就可以给他处理
掉。”曹江贺说，给孩子立下规矩并
严格执行，他才会养成好的习惯。

对于孩子买玩具，很多家庭都是
孩子要了就买，有的家长不想买，但
是禁不住孩子哭闹，一般也会给孩子
买了。但是在曹家豪身上不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因为他知道，哭闹也没有
用，想要玩具必须自己去努力。在曹
家豪三岁那年，有一次和姥爷一起出

去玩，回来后带了一个玩具，询问之
下才知道，这是他哭闹着非要姥爷给
买的，爸爸就把玩具扔了出去，并告
诉他，无论想要什么，都需要自己去
努力，而不是靠哭闹去获取。在家
里，父母给曹家豪立下规矩，想要玩
具，就要做好事攒积分，做一次好事
积一分，积够一二百分就可以兑换一
个玩具。“这样一方面能激发他做事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努力得来的玩
具也更懂得珍惜。”曹江贺说。

从小给孩子立规矩

曹家豪在老师、同学眼中是个很
有爱心，爱帮助别人的学生，同时，
又是个很孝顺的孩子，这与父母的培
养是密不可分的。

“我觉得学习是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要培养孩子拥有一些好的品
德。”曹家豪的妈妈韩克敏说。在曹
家豪家中，父母给予他的更多是生活
方面点点滴滴的教导和影响。

曹家豪是个有礼貌的孩子，见到
别人都会打招呼，看到老年人上电
梯，他会帮忙按电梯并让老人先上。

曹家豪早上从不睡懒觉，总是跟着爸
爸早早起床去学校，帮同学和老师打
饭，还帮同学打水……因为热心，他
和同学们相处很融洽，老师和同学都
很喜欢他。

另外，曹家豪还是个懂得感恩和
孝顺的孩子，这和父母平时的影响和
教育分不开的。爸爸曹江贺小的时候
家里条件不太好，十几岁出去打工，
第一个月工资 800元钱，拿到工资后
马上给家里寄回去 500元钱，自己却
整天吃方便面充饥。现在事业越做越

大，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很多，对父
母的孝心却未曾改变。受父母的影
响，小小年纪的曹家豪对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都很孝顺，常去看望他们，
出去玩首先会想给他们带点什么礼
物。除此之外，他总是帮妈妈做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还常说妈
妈平时照顾他很辛苦，他要为妈妈分
担一些。在学校的一次作文课上，老
师让写一篇短文“你想要变成什
么”，曹家豪写了他想要变成机器
人，帮助妈妈干更多的活儿。

处处给孩子做榜样

→穿上特制的衣服，曹江
贺和儿子扮演的蜘蛛侠逗得妈
妈笑个不停，打打闹闹中增进
了父子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