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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兴趣

巧妙引导比说教更有效
亲子讲堂

亲子笔记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杨 旭

每个孩子都是上天
派来的天使，给家庭带
来希望和欢乐。每对父
母也都在陪伴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
的人生经验。在市民胡
华敏看来，女儿杨牧之
的出生给了她和丈夫一
次重新学习和认识自己
的机会，他们希望女儿
成为一个如阳光般灿烂
快乐的人。

12月27日，记者
对这个家庭进行了采
访。

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
都是小心谨慎的，生怕有什么意
外断送了孩子的前程或者性命。
前不久，家住陕西的一个 8岁小
女孩就在夜里突然死亡，只因小
女孩犯了错误，心急的妈妈就顺
手打了女儿后脑勺一下，没想到
这一巴掌就把孩子送上了死亡之
路。

对此，医生也做了相关解
释：孩子大脑内本身就有一些病
变，比如脑血管畸形等。而妈妈
这一巴掌导致孩子畸形的脑血管
破裂，所以并不是直接死因，只
是一个诱因。

在生活中，妈妈们免不了因
为孩子的事情而发脾气，动手打
两下也成了自己的一个习惯。不
过，动手打孩子并不是一个好的
教育方式。教育孩子，以下这些
部位打不得！

1.后脑勺
因为有人的呼吸中枢在那

里，如果打的时候，造成呼吸中
枢震荡，容易引起一些呼吸衰竭
的并发症。

2.太阳穴
太阳穴的眶内壁是比较薄

的，在被打震荡的情况下，可能
出现骨折，骨折对视神经发育也
是不利的，医学临床上就发生过
一巴掌打失明的情况。

3.拧耳朵
经常拧孩子耳朵，容易造成

鼓膜穿孔，影响小孩的听力发育。
4.打屁股
孩子的脊髓和脊柱发育不够

健全，父母如果经常打孩子屁
股，可能会造成小孩的脊椎损
伤。到老年的时候，脊髓结构不
稳定，容易出现一些椎间盘突出
之类的疾病。

孩子犯错了确实需要一定的
惩罚帮他记住这件事情，而打骂
对孩子的健康不利，为此我们需
要一些其他的方式。小编推荐以
下几种方式，惩罚的同时还有着
其他的好处。

1.整理家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惩罚，不

仅可以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还可以锻炼他的自理能力。
比如，叠衣服、扫地、擦柜子等。

2.重复书写
如果孩子作业没有完成，或

者总是粗心出错，那么就可以通
过重复练习书写的方式惩罚他。
注意，这并不是单纯的处罚，这
是一个练习的过程，让他在重复
书写的过程中，熟悉和认识到自
己作业中错误的地方。

3.提前睡觉
通过这种方式，也可能和平

地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等
到第二天，孩子表现好的时候，
可以适当增加游戏时间鼓励他。

4.让孩子自己选择
在平时，可以让孩子自己写

下一些惩罚的方法，并且收集在
一个瓶子里。当妈妈们需要惩罚
孩子的时候，就让他自己从瓶子
中抽出一个纸条，让他自己选择
处罚的方法，这样孩子也会比较
认同和接受。 晚综

教育孩子 不能靠打骂

□伊茗

大多数年轻父母都懂得陪伴
孩子的重要性，不过，真正会陪
伴、懂得高质量陪伴的却不多。
有的家长看似陪着孩子，眼睛却
一直盯着手机或电视，对孩子的
反应敷衍了事；有些父母的陪伴
更像监工，一个劲儿唠叨或不停
打扰孩子。殊不知，这样做也是
在伤害孩子。

对孩子过度关注，首先会影
响其注意力。当孩子正在做一件
事时，家长不断来打扰，要么指
导该怎么做，要么说一些无意义
的话，都会让孩子的注意力不断
被分散。其次，影响孩子的自我
学习能力。大脑是通过“感受”
来学习的，这种学习的前提就是
自己习得。比如，积木搭错了一
块，导致搭好的部分塌了，孩子
就会学习到这次的错误，下次试
着避免。再次，抑制思维能力。
孩子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很多事
物不能单纯靠家长的介绍去认
知，而是要自己去体验感知。最
后，可能养出怕生的孩子。总是

处在家长的庇护下，孩子接触陌
生人，甚至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
减少了，难以融入集体生活中。

家长要知道，最好的陪伴是
在场，不打扰，留给孩子独立玩
耍的时间和自己做主的空间，让
他以自己的方式去活动、去探
索。当孩子在客厅玩耍时，可以
问他需不需要陪，如果孩子说不
需要，那就在一旁做自己的事
情，同时留意他的安全。如果孩
子想去拿高处的玩具却没有求
助，家长可以先观察着，孩子可
能会学着自己搬椅子、爬上去够
东西了。此时家长在一旁稍微护
着孩子即可，不要武断地禁止或
主动伸手去帮忙。

家长学会适度陪伴时，就会
发现宝宝发生了很大变化。比
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懂
得创造性地借助工具，安全地拿
到高处的东西；思维可能变得天
马行空般发散，创造力更强了；
少了唠叨、打扰，孩子也能养成
做事更专注的习惯。最重要的
是，孩子能从小学会独处这种能
力，对他未来的人生大有益处。

陪伴 也要给孩子留足空间

杨牧之今年 7岁半，上小学二年
级。初见小姑娘时，只见穿着粉色棉
袄的她冲记者咧嘴一笑，温暖又阳
光。杨牧之性格偏外向，学习成绩
在班上一直处于中上等水平，兴趣
爱好也比较广泛。除了学习，还进
行有钢琴、画画、舞蹈、主持才艺的
练习。

胡华敏告诉记者，她和丈夫的
性格都不算外向，但孩子从小便呈
现出外向的性格，活泼爱动，爱说
爱笑，尤其是在语言表达方面，显

得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优秀一些。在
幼儿园时期，就经常被老师任命为
大小活动的主持人，小学入学时，
还被挑选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发言讲
话。

“我最喜欢跳舞和画画。”当被问
起自己最喜欢的项目时，杨牧之笑着
说：“钢琴最开始是妈妈逼我学的，
但现在我已经喜欢上弹钢琴了。”对
此，胡华敏告诉记者，她和丈夫一致
认为，尊重孩子是第一位的，但家长
也要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干预和引导。

她认为，钢琴能让女儿在音乐中陶冶
情操，接受音乐教育带来的一系列好
处；同时，她看到了女儿身上较为突
出的语言优势，所以她自己拍板给女
儿报了小主持人培训班。事实证明，
胡华敏的决定是正确的，女儿的确从
钢琴和主持中学到了很多，也获得了
不少乐趣，开始转变过去的态度。

“尊重孩子的天性是很重要，但有时
候家长干预和引导并不是件坏事，家
长凭借对孩子的了解，可以让孩子走
得更远。”胡华敏说。

尊重孩子爱好 但也要适度引导

说起与孩子的关系，胡华敏笑着
表示，与一些跟孩子做朋友的家长相
比，自己算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而丈
夫则更多地担任起孩子朋友的角色。
杨牧之告诉记者，从爸爸妈妈当中选
一个更喜欢的人，她会不假思索选择
爸爸。而当记者问起具体原因是什么
时，杨牧之斜着眼睛看看妈妈却不说
话。胡华敏坦言，自己对孩子平时的
确有些严厉，看到孩子言行举止有不
恰当的地方一般都会立刻指出，时间
久了，孩子的确有些怕自己。“爸爸

就完全就是她的好朋友，他是个很温
和的人，对孩子很有耐心。”胡华敏
坦言，有时自己也会反思，觉得有时
还是过于严厉了。“基本上跟孩子发
火或者批评她太多后，事后自己也会
反思，还是要多鼓励。”

而在爸爸妈妈这种角色分工下，
杨牧之形成了乖巧听话又调皮可爱的
性格。“家长都溺爱真不行，必须有
一个得严厉点，孩子没个怕的人也不
行。”胡华敏认为，自己充当女儿眼
中这个严厉的人并没什么不好，因为

自己跟女儿朝夕相处，陪伴女儿的时
间比较多。“孩子有边界感，会更清
楚是非对错，行为准则也会更合规
矩。”

尽管对女儿在言谈举止上要求比
较严格，胡华敏说，在生活中，自己
很多时候还是不舍得让女儿受苦。比
如，她早就想让女儿早早学会独立，
想着让女儿学着做点家务，但还是觉
得女儿太小，基本没有实行。“等她
再大一点吧，我真是不舍得，也狠不
下心。”

孩子成长路上 父母分工明确

说起对孩子的期望，胡华敏说，
她和丈夫早就有一致看法，不期望孩
子以后多优秀，他们希望孩子做一个
普通人就好，有好的品行是第一位
的，乐观快乐地生活。

“希望她像太阳一样，充满正能
量，灿烂快乐。”胡华敏说，女儿生
肖属牛，在最终给女儿起名字的时
候，他们就希望孩子能够自由快乐地
度过自己的一生。而谈起父母与子女
的关系，她也表示，伴随孩子一天天

长大，对自己和丈夫来说，也是一个
不断学习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胡华敏
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
影响最大的人，女儿有时会发小脾
气，她认为就是自己的急脾气给女儿
带来的影响，女儿也经常给他们带来
惊喜和感动。

每个成长阶段，孩子都有不同的
成长特点。胡华敏说，小学以前，她
主要是想尽各种办法带孩子玩，让孩
子在各种游戏中开发智力、享受童

真。现在进入小学，她开始注重孩子
的学习，尤其是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引
导。“希望她成为一个自觉性强的孩
子，主动爱上学习。”胡华敏说，过
去孩子做作业她都是在旁边守着，现
在她已经开始放手，但规定孩子必须
保质保量自己独立完成，之后自己进
行检查。“要达到一个效果，她清楚
学习是她自己的事，不需要其他人过
多监督就会主动做好。”胡华敏告诉
记者。

学会巧妙放手 培养良好习惯

性格开朗的杨牧之性格开朗的杨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