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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

一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叫

爸爸妈妈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

吃饭的时候……在孩子逐渐成长的

过程中，相信许多父母都会有不少

感慨，也会有不少想对孩子说的话。

对此，您有什么关于孩子的成长故

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大家来稿

交流。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请

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编，

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参与讨论的

话题。

邮箱：jswmtl@163.com

33691572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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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适应新环境
刘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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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时间限定法”让孩子不磨蹭
吴佳佳

不要轻易向孩子许诺
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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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你说

先前我常对女儿说：“等我不忙了，

我就带你出去玩。”“等你上课被老师

夸奖了，我就带你去看电影。”“等你作

业做完了，我就给你买想要的玩具。”

结果，她总是追在我后面问我：“妈妈，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电影的吗？”“妈

妈，你上周不是说过带我出去玩的

吗？”

我记得我说过，但我是有前提的。

孩子听到我的话，总是忽略了前面的条

件，她只记得我的许诺。我也是因为许

诺多了，便成了习惯。

一次，她在超市看中一款电子琴，

想要一个，我想也没想就对她说：“等过

段时间过节时搞活动吧，会便宜很多，

到时候再买。”女儿听话地点了点头。

其实，我觉得电子琴没多大用处，

她肯定是“三分钟热情”，玩两三天就

腻了。所以，我当时也只是随口说说罢

了。哪知道，她记在心里了，等到过节

时，女儿一看真的搞活动了，还降价了

不少，很开心，让我履行承诺买给她。

我左右为难，不答应吧，女儿肯定

会说我说话不算话，答应吧，我又觉得

电子琴没太大用处，放在家里还占地

方。老公见此，便对我说：“你看你，总

是向她承诺，买这买那，结果呢，她总

是记在心上，大人说话还是要算数的，

要不你以后在她面前会失去威信的，这

次就给她买了吧，但是下次你要记住，

别轻易答应给她买东西了。”

女儿把电子琴抱回家以后，果然玩

了两天后就搁置一边了。我不停地叹

气，老公见状，认真地对我说：“向孩子

许太多的诺言，会让孩子觉得家长是一

个喜欢轻许诺言的人，如果一个诺言没

有兑现，孩子就会认为家长言而无信，

这样家长很容易失去威信。

这之后，我尽量克制住自己，不再

轻易向她许诺了。生活、学习中需要的

东西，我才会买给她，也不再加上附加

条件了。我也不会承诺何时带她去看电

影，出去逛公园，或者买礼物送给她，

有空的时候，带她去看、去玩、去买就

好了，这样虽然没有期待的喜悦，但更

多的是惊喜。从那以后，孩子反而变得

越来越乖，再也不追在我后面问我要这

要那了。

女儿性格活泼，反应快，是家里的

开心果。不过，她有一个缺点，就是做

事情特别慢。每天不多的作业她要做二

三个小时才能完成，扫地，洗碗，上厕

所，也是慢吞吞的。大家都笑她，曾曼

（女儿的名字）等于真慢。

为了让她加快做事情尤其是做作

业的速度，我每天都守在她身边看着她

做作业。可每次她都是写几个字就要去

喝水，或者上厕所，还故意把时间拉得

老长，没多久，我也失去了监督她的

耐心。

后来，女儿在学校举行的一次考试

中，成绩很不理想，我看着她试卷后面

大片的空白，问她为什么没做时，女儿

告诉我说：“她前面的题花费的时间太

多而导致后面的题没时间做了。”听了

这话以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她做

作业时磨磨蹭蹭的习惯。

前些天，女儿放学回到家里后，像

往常一样拿出书本准备写作业。我马上

走过去，俯下身问她：“今天有哪些作

业？”女儿便把她的作业都一一拿出来

给我看：有抄写、阅读、算术、听写四样

作业。我思考了一下，觉得抄写的作业

比较容易完成，于是我先把她需要抄写

的作业拿出来，问她：“你觉得这个作

业做完需要多久时间？”女儿看了看，

默算了一会，说：“大约 10分钟吧。”我

又对她说，“女儿，今天咱们来玩个游

戏好不好，妈妈看看你能不能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抄写作业。”女儿一听要玩游

戏，便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稍作准备后，我报出开始时间，进

入倒计时。或许由于计时带来的紧张

感，女儿写作业时很专心也很努力。

不到8分钟，女儿就把她的抄写作

业做完了。“妈妈，我已经写完了。没有

超时吧。”“嗯，不错，你用了不到 8 分

钟。”我微笑着告诉她。

然后我们又接着开始其它几项作

业的时间挑战。每个作业的挑战时间都

由女儿自己估算，然后按她估算的时间

来完成挑战。我发现，女儿对每个作业

完成的时间估算的都还挺准，完成度也

不错。

因为我给她量身定做的“时间限定

法”，女儿以前拖拖拉拉，每天要花二

三个小时才能写完的作业，如今一个小

时左右就能完成。

为了激励她，每当女儿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了作业以后，我都会准许她多

看半个小时的电视，或者陪她玩一会儿

象棋，或到楼下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

就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星期，女儿养成了

高效完成作业的习惯，做作业不再“磨

蹭”了，她的空余时间多了，休闲活动

也丰富了，成绩也提高了不少，我们母

女俩的感情也更和谐了。

女儿这学期转到了市里上学，起初

我认为孩子的适应能力强，很快就会步

入正轨。直到前几天，老师布置了一篇

以“新”为主题的日记，我看见女儿在

日记中写道：“我转到新学校了，感觉

有点不适应”时才意识到，女儿遇到了

难题，肯定是有诸多的不习惯。

而且，近期以来，女儿常对我说：

“好怀念以前的生活呀。”我之前还一

直觉得，转学后搬了家，她肯定是对租

的房子不满意，怀念以前那个宽敞的

家。原来，她是怀念熟悉的环境，怀念

那些熟识的老师和同学。

意识到这点以后，我便找机会和女

儿谈心，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她跟我

说，换了新环境以后，虽然环境是很不

错，可是新的老师教学方法不一样，她

一下子还很难适应。而且本来性格就有

些内向胆小的她，没能很快交到朋友，

下课后、午饭时她都是一个人，她觉得

很没意思，所以很想转回原校就读。

听到她这样说，我有些汗颜，因为

我一直忙着转学、搬家这些繁琐的事而

忽略了她。因此，我决定要尽快地帮助

孩子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让她及早融入

新的班级里。

我鼓励她说：“人要学会适应新环

境才能成长。换一个新环境是极佳的锻

炼机会，不要怕，要勇敢地面对周围变

化的一切，然后努力地去适应它。”女

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女儿放学回到家以后，我不再像以

前那样只顾着忙自己的事，而是放下手

里的活儿，陪她一起写作业。遇到不懂

的问题，及时帮她解决；记不熟的单

词，和她一起写下来，多背几次；不懂

的课文，找资料和她一起理解。我还教

女儿，要外向、自信一点，多交几个新

朋友，有了熟悉的同学，在学校的生活

就会充满乐趣。

做完作业后，只要有空，我便骑着

车带女儿四处走走，带她到附近的公

园、游乐场、超市等四处转悠。女儿对

周围的环境熟悉以后，也渐渐地发现这

里的好了。

昨天我和班主任交流，老师告诉我

说女儿最近的表现很好，已经完全适应

了新的环境，学习也跟上了进度。我把

这话转述给女儿听，女儿的自信心更足

了，还说这学期一定要取得大进步，成

为我的骄傲。

孩子的学习需要有目标，没有目标

的学习，就像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没

有终点和方向。失去了方向的学习，孩

子就很难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不会为

寻找最适合的学习途径而努力了。可

见，帮孩子制定一个学习目标是非常有

必要的。

每一学期开学前，我的一位朋友都

会和儿子一起制定出新学期的学习目

标。而每一次目标制定得也都非常全

面，包括时间安排、追赶方向、提高多

少名次等等。可是，令朋友疑惑不解的

是，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好像从来也没

完成过所制定的学习目标。后来，一次

聚会中，朋友的儿子告诉我：“爸爸为

我定的目标太高了，我根本不可能达

到。”原来，朋友的儿子学习成绩一直

在中游徘徊，朋友就很着急，每次都把

“争取进入前十名”列在目标中，但这

个要求对他儿子来说并不容易实现。

我相信，家长都会希望自己的孩

子学习成绩优秀，部分家长还会帮孩

子制定本学期的学习目标，叮嘱孩子

要好好学习，争做班里第一、年级第

一，以后要上名牌大学等等。结果，许

多家长都会感到失望，还会对孩子的

成绩怨声载道。但是，在我看来，帮孩

子制定学习目标是有学问的，不能太

高，太高了孩子觉得遥不可及就会很

容易放弃；也不能太低，太低了孩子不

用努力就做到了，就达不到激发孩子

潜能的作用。

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作为

父母或监护人千万不要对孩子定下高

不可攀的学习方向。如果你的孩子在班

里成绩是比较靠后，你就千万别让他跟

班里的前几名去比，因为无论孩子多么

努力，他也不可能一下子跃过班里几十

名同学而名列前茅。聪明的家长会对孩

子说，下次考试争取进步几名，如果没

有进步，至少分数要提高一些。在下次

考试结果出来后，如果孩子有进步就要

及时予以表扬，没有进步也要多多鼓励

孩子，帮孩子分析原因，争取下一次的

进步。总之，设定的学习目标要让孩子

能通过小小的努力顺利实现。让这些一

个一个小目标的不断实现提升孩子的

成就感，从而让他感到原来学习是件很

有趣的事情，会更容易让孩子获得继续

前进的勇气、信心和动力，感受到学习

的快乐和喜悦。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

孩子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家长给

孩子制定目标时也一定不要好高骛远，

只要制定出适当的学习目标，让孩子跟

自己的昨天相比较，一天天的进步，一

点点的超越，就会促进大目标的实现。

给孩子设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鲁庸兴

因为我不赞成拔苗助长，并且希

望你拥有一个真正快乐的童年，所以

整个小学阶段，除了你自己选择的喜

欢的羽毛球班和绘画班之外，我没再

给你报过其它的课外班。相反地，我

选择了花大量的时间带你旅行，并让

你在感受自然万物的同时，教你学会

尊重生命、遵守秩序、与人和谐共

处。另外，我还给你买回了大量的书

籍，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陪你一起读书

上。虽然你的成绩在班里算不上名列

前茅，但我相信你的知识储备并不比

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少。

从小，我就非常注重你的习惯养

成。诸如规范地写好每一个字，认真

地对待每一份作业，管理好自己所有

的日常生活用品等等，为此，我曾无

数次地提醒你和督促你，我也曾不止

一次地让你重写你写得“龙飞凤舞”

的作业、加倍让你完成因贪玩而遗漏

的作文……为了改掉你坐姿不端正

的坏习惯，我甚至罚你站着写了一周

的作业。之所以我对你这样严厉，是

因为我非常清楚，习惯的养成非一日

之功，但却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而我不希望你输在这个

起跑线上。

最近，我也看到，升入初中的这

两个多月以来，你遇到了一些困难。

首先是老师的上课模式与小学完全

不同，对学生的独立能力和自主性的

要求都高了很多；另外就是一下子增

加了好几门课程，导致你的作业量猛

增，这都让从小过得比较自由、未受

过高强度训练的你明显有些不适应，

尤其让你感到痛苦的是，由于作业变

多，你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分给你心爱

的课外书了。

坦白说，妈妈能感觉到你手忙脚

乱的焦虑，也真切地看到了你并未抱

怨、逃避和退缩，而是积极地寻求解

决的办法，以期尽快回到轻松自信的

学习状态。所以，当你提出要跟同学

一起去上补习班，并且拉遭遇同样问

题的同学建个微信群相互交流的时

候，我没有半分迟疑地选择了信任和

支持你。作为妈妈，看着每天挑灯鏖

战的你，虽有些心疼，却也非常欣

慰。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成长，并且相

信你有能力战胜困难，勇敢前行。

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陪你阅

读你最喜欢的《狮子王》。当时，你就

很感慨地对我说过：辛巴真是一头勇

敢的小狮子，长大能够成为森林之

王，完全是它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换

来的。此刻在你的身上，妈妈同样看

到了这种勇气和力量。昨天月考成绩

出来以后，你非常兴奋，喜悦之情更

是溢于言表。虽然之前没补过一节语

文课，但由于你从小喜爱阅读，对历

史知识也有广泛的涉猎，加上你字迹

清晰工整，令你的语文成绩跻身于班

级的第一梯队。你还告诉我：老师

说，语文全靠日积月累，提分是最慢

的。现在语文考试已经给了你足够的

底气，接下来你只需要尽快地掌握学

好其他科目的方法就行了。我信任而

喜悦地看着你，说：“妈妈相信你！”

孩子，妈妈想告诉你，对于未知

的人生，我们无需做好最充足的准

备，但遭遇困境时勇敢面对是我们最

智慧的选择。

孩子不爱吃饭
家长不要强行喂食
徐媛

黄女士问：我4岁的孩子吃饭挺让人

着急，喂饭总是不肯张嘴，即使把饭喂进

了嘴里，也总是含着迟迟不吞咽。家人没

办法只能用强硬的手段来喂食，但孩子有

时会把饭吐出来。我们该怎样解决孩子的

吃饭问题？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

所副教授李则宣答：强迫孩子吃东西，这

种做法如果是偶尔为之，不会有大碍。但

如果是一种长期的管教习惯，就必须考虑

到不良结果。如果孩子从低龄时期，就被

强迫进食，那么孩子会对这种食物产生强

烈的厌烦、反感和抗拒情绪。如果家长看

出了孩子的消极情绪，依然采用暴力和压

制的手段逼迫他吃，那么孩子会对食物产

生更加消极的态度，甚至恐惧心理。长大

后，会对食物尤其是被强迫吃的食物，有

着剧烈的身心抗拒。

生活中，家长应清楚孩子的食物偏

好。如果孩子只是不喜欢少量种类的食

物，家长可以接纳这一点。少量的种类，

不会过多影响孩子的营养摄入，可以替代

性地补偿。有的家长喜欢负面评价某种食

物，比如“不要吃肉，吃肉会把人变肥变

丑”，孩子接受了这些消极评价，对这些

食物形成了一个糟糕的印象，自然不会好

好吃饭。正确的做法是家长对每种食物的

优点恰如其分地评价，孩子不吃某种食

物，家长可以适当地多夸夸这种食物，促

进孩子尝试的欲望。

（据《长沙晚报》）

呼吸道疾病
进入高发季
这种儿童肺炎更易漏诊
李晓敏

进入冬季，随着天气降温，一些细菌、

病毒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最近几天，笔

者从郑州大学一附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儿童医院等门诊了解到，和 10月

相比，目前呼吸道疾病小患者明显增加，

而这其中，有不少是肺炎患者。

“肺炎分很多种，不同年龄的病原体

也是不一样的。就儿童来讲，肺炎支原体

是儿童社区获得肺炎的常见病原体之

一。”郑州大学一附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

(PICU)主任王怀立说。

据了解，社区获得性肺炎是以感染获

得的地点来界定的，指的是医院内获得的

感染性肺炎以外的所有肺炎。

为提升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诊治

水平，11 月 17 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局委托，由健康报社主办的“合理

用药中国行动”之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规

范诊疗巡讲在郑州启动。现场，来自郑

州、广州、西安三地的儿科专家，就儿童

社区获得性肺炎（CAP）规范诊疗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肺炎支原体，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

那么，支原体究竟是何方神圣？河南省儿

童医院呼吸科主任沈照波教授介绍说，支

原体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而是一类没

有细胞壁、高度多形性、大小介于细菌和

病毒之间的一种非典型微生物。

他指出，在 5—18 岁的儿童青少年

中，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肺炎较为常见，且

相对难诊治，容易漏诊，所以要加强对它

的认知及规范治疗。

河南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史长松教

授解释，肺炎支原体主要通过呼吸道传

播，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秋冬季节交替时

更加高发。近年来，因为环境中支原体的

广泛传播，5岁以下儿童也易感染。

“一旦确诊为肺炎支原体感染，家长

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沈照波说，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主要症状是持续

发热、咳嗽、喘息、呼吸加快等，患儿初期

无痰或少痰，之后会转为顽固性剧烈咳

嗽，有时会出现喘憋和呼吸困难。此外，

史长松主任指出，由于婴幼儿免疫功能不

健全，产生抗体能力较低，可能出现漏诊

（假阴性或低滴度抗体）的情况。因此，婴

幼儿发生肺炎支原体感染时更容易被低

估，家长一定不要忽视。 （据《大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