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律的习惯一旦养成，做什
么事都成了自我要求，而不是一
种管束，这对孩子以后的发展至
关重要。谈到孩子自律习惯的培
养，李红说，要在生活中注重引
导。

“我玩一个手机游戏，已经
玩到了1000多关。有一天，孩子
说，妈妈，你总说自律很重要，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游戏删掉，以
后不再玩。我立即就删掉了游
戏，并借机教育她，玩游戏只
是完成学习之后的一种消遣，
如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会
得不偿失。”李红说，她注重通
过生活中的点滴去引导孩子，在

具体的事情中给孩子很大的自
由，让她自己去安排。孩子一旦
养成自律的习惯，知道自己什么
时间该干什么，家长就不用每天
跟在身后督促，甚至责罚。

“除了注重引导，我还会把
孩子当成家庭的一员，平等地对
待。我从不觉得她是小孩子，不
应该管爸妈的事情。相反，我和
丈夫经常让她参与家庭会议，比
如生意遇到销售淡季，我们跟孩
子一起商量怎么应对，让她也献
计献策。”李红说，这种不被当
成孩子的感觉，会激发孩子的责
任感，也有利于培养她的自律意
识。

在生活中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

李红和爱人都比较注重对
孩子的教育，他们原本在郑州
做生意，苏紫涵出生后，就把
郑州的门店关了，回到漯河一
边带孩子一边重新创业。在他
们家，夫妻二人一直为孩子营
造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和轻松的家
庭氛围。

“我们都知道，父母感情稳

定，不吵架，就是对孩子最大的
爱护。但是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争
执在所难免。我和她爸爸感情比
较好，但也会有矛盾。我们约
定，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如果有
矛 盾 ， 在 孩 子 面 前 一 定 要 控
制。”李红说，在她看来，让孩
子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才
能让她有安全感。

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苏紫涵是一名三年级的孩

子，她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担任
班长，学习成绩优异，书法、绘画、
跳舞等才艺也学得不错。在老师
和家长看来，她的优秀得益于从
小养成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10月 19日，记者在位于市
区嵩山路的一家商店，见到了苏
紫涵和她的妈妈李红。李红在忙
着打理生意，苏紫涵在一个角落
里学英语。

“我的祖国，人民勤劳，五
十六个民族相濡以沫……这是她
写的作文《我的祖国》，文字优
美，字体工整，卷面整洁。”采
访中，苏紫涵的老师拿出她的一
篇作文告诉记者，苏紫涵一直都
是班长，老师安排的大小事都能
有条不紊地处理好。她是非常自
律、有责任感的孩子，学习很有
自觉性，还经常结对帮助其他同
学。

“她三四岁开始学跳舞，从
来没有缺过一节课。即便不舒
服，也坚持到课堂去，哪怕在旁
边看着别的小朋友跳，也不缺
课。”李红说，因为从小养成了
自律的习惯，现在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都比较让家长省心。

自律女孩
表现优秀

□郝娴宇

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
发展，“晒娃”如今已变成
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
家长们“一言不合就晒娃”
的同时，是否想过“晒娃”
之前要经过娃同意？是否考
虑过孩子们对于“晒娃”这
种行为怎么看？日前，上海
一名11岁女孩章楚依针对这
一问题提出了一份有关加强
家长朋友圈健康“晒娃”家
庭教育建议，引发人们关
注。据章楚依的调查，近八
成同学的父母曾经将孩子晒
在微信朋友圈中，其中有六
成同学认为这样做首先得征
得自己同意；还有七成同学
收到别的家长朋友圈“晒
娃”的消极影响，因为父母
看了“别人的孩子”的优秀
表现，对自己横加指责，总
表现出各种不满。可见，孩
子们对于朋友圈“晒娃”的
各种不当行为颇有怨言。

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孩子
的成长点滴，既是记录，也是

分 享 ，但 为 何 总 是 引 起 争
议？这与目前愈演愈烈的各
种“晒娃”问题不无关系。有
些家长出于对孩子的爱而将
孩子的日常分享出来，却对
孩子的意愿不加过问，而有
了一定自主意识的孩子会对
自己“频频被晒”的行为很反
感，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侵
犯；有些家长在“晒娃”时对
孩子的照片、信息等不加选
择，常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
用而给家庭生活带来安全隐
患；在朋友圈过度炫耀孩子
的成绩，也易引发孩子们之
间的攀比心理和焦虑情绪，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成长发
展不利。这些问题，家长在

“晒娃”时需格外关注。
家长虽然是“晒娃”的

主体，但娃毕竟不是自己的
附属品。对于家长而言，该
把“晒娃”当成一门学问，
晒归晒，但也要问问孩子的
意愿，听听孩子的意见，想
想能不能晒。尊重孩子，保
护孩子，才是“晒娃”的正
确打开方式。

尊重和保护
才是“晒娃”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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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课堂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注重引导 营造氛围

自律女孩养成记
有位名人曾说过有位名人曾说过：：

““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有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
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人在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中脱颖而出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不这个品质不
是天资是天资，，不是教育不是教育，，也不也不
是智商是智商，，而是自律而是自律。”。”很很
多时候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和
““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或许就或许就
只差了自律这个距离只差了自律这个距离。。今今
年年99岁苏紫涵岁苏紫涵，，就是一名就是一名
非常自律的孩子非常自律的孩子，，不仅能不仅能
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文化课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文化课
和兴趣课时间和兴趣课时间，，还能协助还能协助
老师管理班级老师管理班级。。近日近日，，记记
者走进苏紫涵的家庭者走进苏紫涵的家庭，，探探
讨自律孩子的养成记讨自律孩子的养成记。。

育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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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认 为
“父母之命不可违”，父母说
话，孩子要言听计从。有的
孩子因一些事情向父母提出
异议，父母们的普遍做法就
是“镇压”，认为自己的权
威受到了挑战。但事实上，
孩子与父母争辩也并非全是
坏事，甚至对他们的成长有
一定好处。

1.形成独立的人格。能
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据理
力争，有助于孩子养成实事
求是、坚持真理、以理服
人、平等公正的好品质。孩
子在与父母争辩后会更好地
思考，自己当时的想法到底
是对的还是错的，有利于他
以后在处理同类事件时积累
经验。

2.让孩子更自信。会争
辩的孩子勇于表达自己的观
点、感受，而非人云亦云，
更不是一味隐忍，在争辩中
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重
视、被关注，会变得自信、
开朗。在争辩中，孩子会逐
渐懂得应该怎样表达才能实
现自己的意志和想法。争辩
的胜利，无疑使孩子获得成
就感，既让他们有了估量自
己能力的机会，也锻炼了他
们的意志力。

3.学会如何处理分歧和
冲突。现实社会中总是存在
分歧、冲突、矛盾、差异，
在争辩的过程中，孩子可以
学会怎样对待这些不和谐，
学着如何跟人交流意见，如

何处理不同意见，这是成长
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4.促进智力发展。事实
上，争辩是一件集体力、脑
力和口才于一体的事。要表
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孩子必
须根据自己对环境和对手的
观察分析，选择并运用学到
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试图有
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
将大大刺激他语言能力的发
展和智力发育。

5.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现代社会早已不像
传统社会那样禁锢人们的思
想，现代家庭中各成员更应
该是自由平等的。争辩有利
于情感、思想的交流，家庭
成员间感到彼此重视，形成
和谐的家庭气氛。家长同时
要意识到争辩是争论、辩
论、讲道理，要允许孩子适
度争辩。

但争辩也要讲个度，以
下情况不可取：孩子不讲道
理，争辩时强词夺理，提不
合理要求，比如看见玩具就
要买，父母不给买就撒泼打
滚；无论事小事大都要争辩
一番，父母要适度把握，争
辩最好要有内容、有意义，
比如孩子是否该去兴趣班，
每天是否应坚持锻炼等；孩
子和父母争辩时不讲礼貌，
这是万万不可取的，争辩不
意味着可以顶撞父母，要在
相互尊重、平等的前提下进
行争辩，更不能打骂父母或
说脏话。 晚综

允许孩子争辩的五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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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处于秋冬季节更替时
节，早晚温差大，不少宝宝常因
此生病，很多家长为此头痛：如
何养护才能让孩子少生病、更健
康？专家坦言，好多家长在养护
孩子方面容易陷入以下两大误
区：

误区一：过多添衣物
好多父母认为新生儿从母亲

肚腹而来，不耐寒冷，因此总给
宝宝穿厚衣盖被子，里三层外三
层裹着，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如何穿衣服才能保持宝宝
“衣着暖而不过”呢？一要背
暖，二要肚暖，三要足暖，四要
头凉，五要心胸凉。因为背部有

肺腧穴位，如果伤风受凉，小朋
友就容易出现鼻塞、咳嗽、气喘
等症状，所以日常要保持“背
暖”；而“肚”为胃肠所居，如
果受凉则容易出现呕吐、腹泻、
腹痛等症，所以保持“肚暖”有
助于保护肠胃；中医认为足底则
有经络绕行，如果寒从足下生，则
会影响全身，所以防寒保“足暖”
也很重要；而头部为人阳气汇集
的地方，过热则易满头大汗，容易
出现头晕头痛、头部生疮、眼赤等
症状，所以平时保持头部温凉就
可以了；中医认为心属火，过暖则
会内外热盛，容易出现口干舌
燥、睡眠烦躁多汗等症，所以日

常也要常保“心胸凉”。
误区二：过多喂食

“古人言‘忍三分饥，吃七
分饱’，可谓是至理名言。”专家
说，一般初生婴儿可 2~3小时哺
乳一次，三个月后可延长至 4小
时一次。小儿可在三餐规律进食
前提下稍加一餐。但要使脾胃健
康，建议宝宝的日常饮食不要太
过肥厚甜腻、辛辣香燥，不宜常
以煎炸快餐代替主食，更不要多
饮碳酸冰冻饮料、经常吃零食。
规律进餐，每次吃个七八分饱，
使宝宝在下一餐进食时有饥饿
感，这样喂养宝宝更合适、更健
康。 晚综

避开两大误区 使孩子少生病

自信的苏紫涵自信的苏紫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