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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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和
开户行信息，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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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去公司
加班，回到家时已经快中午12
点了。推开家门，就看见儿子正
坐在客厅沙发上打电话：“这几
天降温了，记得要多加衣服，还
有，让外公少抽点烟，放了寒假
我就回去陪你们。”原来儿子是
在给外婆打电话，那嘘寒问暖的
语气和认真的模样一点也不像
8岁的孩子。等儿子挂了电话，
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内心深感
欣慰。

父母嫌大城市太嘈杂，不肯
搬来与我们一起生活，一直住在
县城老家。平时我们工作忙，不
能经常回老家探望、陪伴父母。
作为替代，我周六午餐前都会打

电话给父母，了解他们一周来的
生活和身体状况，也把我们一家
的生活乐趣分享给他们。儿子可
能是看到了我经常这么做，在我
的影响下，他也养成了这个习
惯，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其实是
最好的教育方法。

我想起之前等地铁时看到
的一幕。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一
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来坐
地铁，当时地铁站的人并不多，
妈妈对两个小姑娘说：“站在黄
线外，乖乖排好队。”其中一个
小姑娘看看周围，对妈妈说：

“妈妈，现在一点儿也不挤，不
用排队吧？你看，那些大人都没
排队。”妈妈温柔地对小女孩

说：“我们坐地铁、坐公交都应
该排队，遵守秩序的孩子才是
好孩子。”妈妈很自然地排在了
爸爸的身后，两个小姑娘见状
也乖乖地排在了妈妈身后，于
是，一家四口排成了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同事小芳经常在我面前叫
苦，说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一点
也不听话，吃饭不专心，边吃边看
电视；放学回来不主动做作业，一
心只想玩手机……可她自己平时
是怎么做的呢？她自己就习惯边
吃饭边追剧，下班回到家就捧着
手机看，儿子做作业时，她叮嘱儿
子要认真写作业，自己却在一旁
玩手机。小芳没意识到正是她的

“言传身教”无形中造成了儿子这
样的状态，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要求孩子做到呢？

育儿专家李玫瑾曾说过：
“孩子的行为，基本上就是父母
行为的一个折射，折射出父母
的水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和镜子，而孩子也是父母
最好的镜子。地铁站里那对可
爱的双胞胎姐妹折射出了年轻
夫妻自律守则的优秀品质，小
芳的儿子却映出了一个懒散的
妈妈。想要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优秀的父
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以身
作则，言传身教，成为孩子们心
目中一面明亮的镜子。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陈丽

孩子长得快，衣裤
鞋袜换得也快，一双鞋
子穿两三个月就小了，
八九成新的鞋子放着
浪费，扔了又可惜。为
节约开支，有些妈妈会
让弟弟妹妹穿哥哥姐
姐的旧鞋子，或者接受
亲戚、朋友家宝宝穿过
的鞋子。实际上，这种
做法有可能会影响孩
子健康。

1.磨损程度不同。
每个人走路的习惯不
一样、受力不同，所以
鞋子的磨损程度也有
所差异。旧鞋子已经按
照之前孩子的走路习
惯形成了磨损，这个时
候再给另一个孩子，尤
其是学步期的孩子，不
仅会不舒服，还会影响
孩子足弓发育。有些二
手鞋虽然看着很新，但依然存在肉
眼不易看到的磨损。

2.尺寸有差异。孩子的脚型各
有不同，比如脚面有高有低、脚底
有宽有窄等，二手鞋可能不合脚，
会存在偏大或偏小的问题。偏大的
鞋子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
因为脚在鞋中晃动，冲击力变大而
更易受伤；偏小的鞋，既影响脚部
发育，还限制孩子活动的积极性。

3. 弹性变差。与新鞋子相比，
旧鞋子最大的劣势就是鞋底弹性
变差。一双鞋子，如果弹性不好，就
不能很好地缓冲地面对脚掌的冲
击力，会造成脚部承担负荷过重，
影响足弓发育。

此外，给孩子挑选鞋子时，一
定要选大小合脚的。有些家长为节
省开支，给孩子买鞋喜欢买大一
码，希望多穿些时间，这种做法非
常不可取。孩子穿大鞋子走路，脚
得不到有效固定，会影响走路姿势
甚至造成脚部发育畸形。

（《生命时报》邵庆亮）

在我国，超过半数人口都感染
了幽门螺杆菌，成人感染后会增加
慢性胃炎甚至胃癌的发病风险。因
此一旦发现感染，尤其是出现慢性
胃炎症状的成年人，建议进行幽门
螺杆菌根除治疗。但有些父母在发
现自己感染后会问：家里的宝宝需
要查嘛？如果感染了需要治疗吗？

一般来说，幽门螺杆菌感染与
否和儿童是否出现消化道症状之
间并无关系。在儿童时期，随着免
疫耐受的建立，抑制性免疫反应较
成人更多，从而能与幽门螺杆菌

“和平共处”。有研究发现，幽门螺
杆菌感染状态相似的儿童和成人
相比，儿童的胃黏膜炎症水平较
轻，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率低，患幽
门螺杆菌相关的严重疾病如胃癌、
淋巴瘤概率极低。因此，幽门螺杆
菌对儿童的伤害较小。其次，根除
幽门螺杆菌的治疗方案中包含抗
生素。儿童可以选择的抗生素种类
较少，长期应用抗生素耐受力欠
佳，破坏肠道菌群平衡，易出现不
良反应。在根除后，随着年龄的增
加，再次感染的概率也会增高。

因此，依照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分会消化学组于 2015 年制定的
《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治专家共
识》，不建议无症状的儿童常规进
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治疗。幽门
螺杆菌的检测推荐作为患有贫血、
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疾病的儿童病因筛查的一部分。对
于存在慢性胃炎、胃淋巴瘤、长期
需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有胃癌家
族史的患儿，建议进行幽门螺杆菌
的根除治疗。但对于一般儿童来
说，是否根除幽门螺杆菌，其实是

“获益”与“风险”的衡量。若没有
长期腹痛、腹胀等明显的消化道
不适，检测和根除幽门螺杆菌没
有太大必要。待孩子成年后，再进
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治疗更为
合适。 （《生命时报》于旭彤）

亲爱的女儿：

你好！
高一生活已有三个多月，不

知道你习惯与否。谢谢你在 2021
年毕业季给了我和妈妈预想中的
喜悦。你说，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
可以高兴一下，但第二天我们就
要恢复以往的心态，因为此后又
是一个三年的开始。很欣慰，你真
的在成长。再次衷心祝贺你，我们
三口之家的第三个高中生。

你是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
对爸爸的一些用词应该不会奇
怪。军事指挥艺术里有一个名词，

叫检讨式评估，就是在打完一次
大仗之后，部队指战员进行作战
回顾、分析成败、及时调整战略战
术的过程。从培养你成长这一过
程来看，我们进行了一场场“战役
行动”，事后进行复盘式的自我检
讨与反思也很有必要，以求夺取
下一场新胜利。

首先，我的检讨有三。
一是过于严厉。但凡是家长，

共同的口头禅便是：“我这样是为
你好”。我对你从小就严厉，除了
这种解释，我再也找不出更好的

“理由”。孩子有好奇的天性，有好
玩的本性，在你儿童时期我没有
好好理解这一点，因而对你确实
有过分的要求。记得你念小学那
会儿，写过一篇诗歌《手机》，你说
爸爸妈妈一人拿着一部手机玩，
不理我，手机上有那么多视频和
游戏，百玩不厌，手机好，又不好，
真是矛盾。很遗憾，爸爸在这方面
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过去我限
定你一天只可使用我的手机半小

时，即便初中三年你有了自己的
专属手机，我也严格限制你使用
手机的时长，没有考虑到你对我
们总玩手机的意见——同样的事
情，我们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二是唠叨成瘾。我自认为对
你倾注了全部的爱，总是会在第
一时间里，提示你注意这，提醒你
提防那，也因此，我被你封为“叨
神”。在我的心目中，除了要在物
质上保障你健康成长外，关键是
要在人生格局、心胸眼界、品行修
养、爱好追求等诸多方面，给予你
精神上的塑造，以使你在未来能
落落大方、刚柔并济，成为女性中
的“佼佼者”。其实，每回在说这道
那的时候，我都暗自决定以后不
再这样。可是，我没有控制住自
己，我恨不得把所有人生经验都
教给你。

三是信任折扣。孩子对父母
有依赖是天然而成，而父母对孩
子有担心亦是天生。我记得我们
有过“君子协议”，比如，我不偷看

你的手机，不干涉你的交往。然
而，作为你的监护人，我有时候不
得不采取点“小聪明”，巧用“反侦
察能力”来预防你思想上可能的
滑坡。因而，我们父女关系一度有
一些紧张，你见到我学会了“躲
闪”，我看到你会莫名间“冒火”。
诚然，是我过于对你重视，严于对
你要求，才会产生这种局面，于是
乎，父亲在你心目中的信任感大
打折扣。现在我醒悟到，自己的女
儿，有什么不可以沟通的呢？我相
信，我们很快就能恢复对彼此的
信任。

最后，我们约定三章。
第一个约定，共同成长。三年

时间里，你好好完成课程学习，月
考、期中考、期末考，尽可能保持
在年级“第一作战集团”；我继续
每年阅读不少于 30 本书，写一千
字以上的文章不少于50篇。

第二个约定，各有成就。未来
你决定从事什么工作，就奔着理
想中的那所大学、那个专业笃定
前行，仍然是初中时期的那句话，
自信去追梦，勇敢去实现；爸爸在
业余时间仍会坚持做辛勤的“码
字工”，力争在你高中毕业前顺利
晋升为省作家协会会员。

第三个约定，爱我们家。爸爸
会一如既往地爱你，和你一起守
护好妈妈；每周你放学回来，爸爸
妈妈一定做你喜欢吃的菜，和你
聊喜欢的话题；学习不紧张、学业
不繁重的时候，我们还和以前一
样，去外面吃个新餐馆，看场新电
影，买件你想买的物品。任何时
候，爸爸妈妈都是你可靠的港湾。

好好做一名优秀高中生，我
们一起奋力加油。

爱你的爸爸

女儿自小由爷爷奶奶照
顾，两位老人对孩子疼爱有加、
细心呵护，女儿也茁壮成长。时
间长了，我发现有个现象值得
注意：孩子衣食住行各方面都
以自我为中心，敬老意识淡薄，
不懂得孝敬长辈。

于是，我拟定实施“点点滴
滴从我做起，孝顺老人从现在
做起”的家庭“行孝”计划。首先
从思想上理解行孝。给孩子讲
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孝悌故事，
以孝感动天的舜、“亲尝汤药”
的汉文帝刘恒、百里负米的仲
由等二十四孝故事，让孩子懂
得“孝”是中国文化的一项传统
美德。其次身体力行，以身作
则。早上我便带着女儿陪母亲
买菜、帮母亲提菜，中午做饭时
让她帮忙洗洗菜，晚上洗脚时
让她给爷爷奶奶递毛巾，一点
一滴教她怎么孝敬老人。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在我的言传身教下，5
岁的女儿渐次懂得如何对老人
行“孝”，懂得“点点滴滴都是
孝”的道理。

现在，女儿上幼儿园时不
再让爷爷背书包，而是自己背
起小书包，跟奶奶拥抱告别后，
牵着爷爷的手去幼儿园。放学
回家后，会帮奶奶剥蒜瓣，给爷
爷拿水喝。此外，女儿在日常生
活中也变得谦让有礼了。

通过家庭“行孝”计划，我
认识到：孩子就是一棵刚钻出
土的嫩芽，在成长的过程中，要
及时“培土施肥”。因此，为人父
母者，要及时注意到孩子欠缺
的方面，用心给孩子补上。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见
女儿在院里跟小伙伴正玩着，
当时天色也不早了，我便对她
喊道：“瑶瑶，快回家。”女儿没
听见似的继续玩着。我又大声
喊道：“瑶瑶，天快黑了，该回家
写作业了。”不想玩得正高兴的
女儿扭头回了我一句：“妈妈，
你好烦人！”我一愣，没想到女
儿会这样，我一时来了气：“快

给我回家！”不想女儿更厉害，
仰着头冲我说：“你闭嘴，我就
不回去！”

女儿声音很大，周围过往的
人听得清清楚楚。女儿说出这样
的话，一时让我非常难堪。

晚上，我想跟女儿好好谈
谈，没想到她根本不听，见了我
便说：“烦人，你闭嘴。”女儿这
样的表现让我既郁闷又愤怒。

随后几天里，我每次想要干
涉她的一些行为，她都会说出类
似的话。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对
我 ，她 说 嫌 我 啰 嗦 ，不 想 让
我管。

我对女儿向来疼爱有加，她
想要做的我都尽量满足她，不想
她不仅不感激我，竟还如此
对我。

苦恼中我想到了我当中学
老师的同学，让她帮我找找
原因。

听了我的讲述后，同学笑着
说：“首先你得从自身找找原
因，疼爱孩子没错，但不能无原
则付出，你就犯了这个大忌！”

我有点不服气地说：“现在
哪个父母不疼爱孩子，我疼她难

道还有错？”同学说：“话不能这
样说，女儿对你一时不敬，你不
能说孩子就不知感恩，但如不及
时帮孩子纠正并进行正向引导，
孩子真的有可能变成不懂感恩
之人。”

交谈中，同学讲了一些孩子
对父母不敬的原因。孩子对父母
的不敬行为，很多时候是受家庭
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家长如
果对孩子疼爱有加、无原则地妥
协，会让孩子潜意识里认为自己
提任何要求都应该得到满足，而
且渐渐变成一个眼里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的孩子。

同学告诉我，家长对孩子给
得越多，孩子的“感恩之心”就
丧失得越快；家长对孩子照顾得
越多，孩子就会越发丧失独立品
格；家长对孩子过度宠爱，会让
孩子习惯得到，而不愿意付出，
慢慢地就会觉得父母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会逐渐对父母长
辈缺乏尊重，进而变本加厉地索
取。这些是孩子不懂感恩的主要
原因。

最后同学建议我，今后对
女儿的爱要有底线，物质上不

要事事满足，跟孩子的日常交
流要谨言慎行，言行举止有礼
有节。生活中，家长要有意识地
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多让孩
子体会父母的辛劳，懂得承担
责任，孩子知道了父母的辛苦
和不易，幼小的心灵里就会扎
下感恩的种子。

我尝试用同学告诉我的办
法去对待女儿，起初她还有些不
适应，因为我不再事事以她为中
心惯着她了。但我每天都会努力
跟她沟通，向她说妈妈当时为
什么要叫她回去，希望她也能
多多理解妈妈，如果她对待一
起玩的小伙伴也这样，小伙伴
心里也会很难受。渐渐地，女儿
不会对我说你真烦了，我也从
事事围绕女儿满足她的一切需
求变成了引导女儿自己独立去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有想要的
东西可以用做家务来换，有想
说的话可以晚上跟妈妈好好
说。女儿逐渐也懂得了我的不
易，知道体贴我了，现在看到我
回家，哪怕她还在院子里玩着，
也会主动帮我拿包，对我说上
一句“妈妈辛苦了”。

让孩子从小知道感恩
汪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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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感染了幽门螺
杆菌，要不要治疗？

写给高一女儿的一封检讨信
龙建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