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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海河小区的魏女士，儿

子今年3岁，孩子平时在家稍不
顺心就大哭大闹，动手打人，一
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一出门
却像变了个人，看见其他小朋友
在一起玩时，他从来都不敢过
去。

“我现在比较迷茫，他在家
里特别难搞定，想教训他、压制
他，又怕这样会让他变得更加胆
小怕事。不管教他，又怕他越来
越不听话。真希望有人能给我指
点迷津，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
教育？”魏女士不解地问。

记者采访发现，“家里横、
外面怂”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常
见的情况，魏女士的疑惑也是很
多家长面临的问题。“孩子在家
很厉害，很爱说话，但在外面
非常胆小，比如在游乐场她正
玩一个东西，只要看见有人过
去，她赶紧放下东西后退，跟
小朋友相处起来总是吃亏。我
更担心她长大后会有人际交往方
面的障碍。”5 岁女孩的爸爸陈
先生说。

孩子家里家外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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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您有哪些真实的感悟
或体会，都可以用文字的
形式记录下来，联系我
们 。 来 稿 请 发 至 邮 箱
276339389@qq.com

一些孩子在家动不动
就哭闹、发脾气，甚至
动手打人，像个小霸
王；出门被小朋友欺负
从来不敢还手，见陌生
人连招呼都不敢打。孩
子“在家横、外面怂”
的情况，让很多家长感
觉不知所措。

在家“小霸王”出门“胆小鬼”

为何孩子就爱“窝里横”？
育儿宝典

亲子笔记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如初如初

据报道，杭州一位家长在
微信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孩
子在书房做作业间隙不知不觉
睡着了，感叹“我们累的时候
可以倒头就睡，他们呢？”话
题一经爆出，就引来各界围
观，很快上了热门头条。

前些天，网上广泛流传的
一个段子说，深夜，有女子一
遍遍喊着“什么关系”，哭喊
声在小区飘荡，后来大家才知
道那是在辅导孩子作业，求解
数学题。类似话题总能成为热
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育环
境的现状，孩子们应付学业十
分辛苦，家长生怕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非常焦虑。并且，家长
们的焦虑在有形的竞争和无形
的压力下，呈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家长的焦虑出自于
“负责任”，也就是说要扛着把
孩子打造成“牛娃”的责任。
通常，“战斗日常作业只是基
本款”，还有各种兴趣班、提
高班，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奋
战、受累。甚至于家长越是

“负责任”，与现实的碰撞可能
越激烈，也就会变得越焦虑。
说到底，是一些家长在用自己

的梦想和期待，于焦虑中给孩
子施加压力。想让孩子多戴光
环，变为设定的某种样子，却
往往容易忽略孩子的天性。

学习需要刻苦的精神，但
很多家长只会让孩子刻苦努
力，以为只要苦一些就能出成
绩。孩子觉得累、觉得苦，父
母看在眼里，但转瞬之后，继
续加压。哪怕是面对填鸭式的
方式，重复写字做题，也不以
为意，因为“别的孩子都这么
做”。实际上，当前教育改革
正深入推进，教育模式在慢慢
转变，市场对人才需求的结构
也在持续变化。倘若社会对教
育内涵的认知不能与时俱进，
比如家长表面上懂得学习要讲
究张弛有度，明白“应试教
育”的弊端，却做不到给孩子
留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或许
只会在人云亦云的状态中放大
自己的焦虑。

对孩子的教育最怕“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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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郾城区实验幼儿
园殷恒老师表示，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现象，最主要原因
是家庭的溺爱导致的。孩子
在家里霸道，是因为家里人
都让着他、宠着他。他一哭
闹，要求就会得到满足。舍
不得孩子受半点儿委屈，对
孩 子 百 依 百 顺 ， 久 而 久 之

“小霸王”作风就被惯出来
了。再加上孩子在上学之前
大部分时间是跟家人在一起，
跟外界接触较少。所以，出去
看到陌生人没有安全感，觉得
害怕，不好意思打招呼，在别
的小朋友那里受到委屈也不
敢还手，表现出在外面很“怂”
的感觉。

家人溺爱是罪魁祸首

殷恒表示，孩子从2岁左
右开始，就该培养一定的规
则意识，比如看电视不能超
过半个小时，每次只能买一
种 玩 具 。 孩 子 得 不 到 满 足
时，即便出现撒泼打滚的情
况家长也要坚持原则，不要
毫无节制地满足孩子、溺爱
孩子。宠溺会让孩子越来越
贪恋家庭环境，更不利于融
入外面的世界。

“人际交往的过程是不断
学习的过程。在家里看着大
胆一出去就怂，可能是孩子跟

外界接触太少了。”殷恒说，孩
子在外面表现得胆小时，千万
不要说孩子窝囊之类的话。
如果想让孩子变得大方，一定
是要多鼓励。同时，不要孩子
在外面受了委屈就赶紧带走，
家长可在一旁看着，尽量让孩
子自己解决，如果解决不了，
可以帮忙安抚、调解，不能总
是逃避小朋友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要破解这种
情况，在家就要给孩子立规
矩。同时，让孩子多接触社
会。”殷恒说。

在家立规则出门多鼓励

□□见习记者 党梦琦

带着孩子去旅行成为现代
家庭的重要育儿方式之一，希
望能够让孩子在旅行中体验生
活，开阔视野。那么，怎样更
好地让孩子体验旅行的快乐，
让旅行更有意义？针对这些问
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亲子游归来 有人欢喜有人愁

市民王女士“十一”假期
期间的亲子游可谓是收获满
满。“在征求儿子的意见后，
我们全家人一起到南阳玩了三
天，回来之后，儿子和我的关
系一下子拉近了，让我很期待
下次再跟他一起出去旅行。”
王女士说，三天时间里，全家
人在南阳爬了爬山，并在那里
住了两晚，感觉很不错。

和王女士的情况不同，说
起“十一”假期带着儿子出门
旅行的事，市民周女士用四个
字概括“一无所获”。“出发之

前我和老公计划得很好，谁知
道儿子完全不配合。”周女士
告诉记者，儿子浩浩今年 8
岁，考虑到孩子除了上学，周
末还要上兴趣班，比较辛苦，
便和老公商量带他到武汉游
玩，放松一下。

“本来想带他去科技馆、
博物馆、武汉大学转转，让他
亲身体验浓厚的文化氛围。可
他除了对科技馆比较好奇，其
他的完全不感兴趣。”周女士
告诉记者，浩浩嫌博物馆没意
思，逛大学校园又嫌累，旅行
中儿子除了拍照，根本没心思
体会什么人文气息。

共同参与 相互陪伴最重要

“旅行会让一家人更加亲
密无间，更加相互信赖。”市家
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王珂告诉
记者，“带孩子旅行其实并不局
限于让孩子看到名胜古迹、自
然风光，陪伴才是和孩子一起
旅行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王珂说，在为孩子制订出
游计划时，大多是家长的意见
占主导，往往忽视了孩子的意
见和感受，导致家长投入了大
把精力和财力的旅行，孩子
完全不买账。“家长在做前期
准备工作的时候，应该让孩子
参与进来。比如，旅行目的地
的选择，出行工具的选择，行
李的打包等事情都可以和孩子
商量着来，这样孩子对旅行的
记忆才会更加印象深刻。”王珂
说。

在旅行中，家长要避免安
排景点过多、跑景点的速度过
快。“要慢下来让孩子慢慢体
会，而不是到景点后就催促着
孩子拍照留念。”王珂说。

“ 其 实 亲 子 游 最 大 的 意
义，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王
珂说，“在旅行中，一家人相
互陪伴，拥有共同的经历。在
旅行路上，一起遇到各种各样
的人，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
获得不同的生活体验，也是一
种‘长见识’。”

共同参与 相互陪伴

这样的亲子游更有意义

宝宝说话晚，真的是“贵
人语迟”吗？一般来说，孩子
学说话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0
岁至1岁时咿呀学语，模仿大人
声音；1 岁至 1.5 岁时能开口叫

“爸爸妈妈”，理解一定的词汇；
1.5 岁至 2 岁时词汇量开始激
增，能用单词进行组词；2 岁时
能说出简短的句子，初步理解
大人的指令；3岁时学会表达顺
序和因果，开始掌握数量、大
小、颜色等各种概念。

“处于语言启蒙阶段的孩
子，往往通过模仿周围人的发
音而学会说话。根据个体差异
和环境因素的不同，正常情况
下，发育晚的孩子与发育早的
孩子相比，学会说话的时间大
概会有 4 至 6 个月的差异，超
过这个时限，父母就要多加注
意了。”专家认为，当孩子出
现语言发育滞后现象时，家长
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进行系统
的检查评估，如果孩子的智力
发育及听力、构音器官、中枢
神经系统等方面均正常，则要
考虑语言环境缺失和语言环境
复杂等因素。

多给宝宝说话的机会
在排除病理类原因后，爸

爸妈妈们又该如何正确引导孩
子学说话呢？专家建议：

1.家长变身“小话痨”。大
人应尽量多和宝宝说话，天气、
心情、宝宝的衣服，什么话题都
可以，毕竟孩子是通过模仿周
围人的发音而学会说话的。

2.带宝宝读绘本。亲子阅
读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
快速提高宝宝的语言能力，通
过读绘本，能学会不同的语
句、单词。通过图画，宝宝把
各个单词联系在一起，慢慢

“消化”变成自己的词汇。
3.做宝宝的聆听者。学习

语言的关键时期，家长频繁对
孩子说的话进行纠正，也会造
成孩子不愿意表达。孩子还不
能准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
可能会用错词语，可能会发音
不准等，但家长一定要表现出
对孩子说话的兴趣和尊重，并
给宝宝积极的回应。宝宝会因
为大人认真听他说话，而对说
话这件事更感兴趣，有更强的
表达欲望。 据《南国都市报》

“贵人语迟”是真的吗
家长勿错过宝宝语言发育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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