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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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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开户
行地址，并在邮件标题中注
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邮箱：
jswmtl@163.com

琪琪：

我的宝贝女儿，马上就是你的生
日了，爸爸有好多话儿想对你说，可
是，我也会想，你能读懂一个父亲的
心声吗？

那一天，你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
界，带给父母的礼物是一声嘹亮的啼
哭。从此，你幼嫩的生命便成了家人
众星捧月的焦点，喜悦在每一个亲人
的眼中流淌。女儿，你是否知道，妈妈

十月怀胎的艰辛和一朝分娩的苦痛？
那一天，你骑在爸爸头上玩耍，一

泡尿把爸爸的肩头浇得湿透。女儿，
你是否知道，爸爸的肩头要为你的成
长承受多少重担？

那一天，爸爸正在吃早餐，你突发
一想，调皮的一只小脚丫伸到爸爸的
嘴前，让爸爸吃“馍夹肉”。女儿，你是
否知道，一向爱干净的爸爸为何会摸
着你的脚丫不愠不火？

那一天，你发高烧了，我和你妈妈
带你去打吊针。你撕心裂肺地哭叫，
让我们一阵阵心疼。女儿，你是否知
道，病在你身痛在父母心的缘故？

那一天，你开始学步，一不小心跌
倒了。紧跟在你身后的我没有立即将
你拉起，而是鼓励你爬起来继续往前
走。女儿，你是否知道，我不扶你的原
因和良苦用心？

那一天，我们带你去街上玩。你悄

悄拿了商店里的牛奶糖，遭到了我严
厉地批评。女儿，你是否知道，父母严
格教育的初衷？

……
女儿，那一天早已过去了。那一天

的事，也成了过眼云烟，对你而言，或
许没留下太多痕迹。可女儿，你是否
知道，它们在父母的记忆中却是一道
抹不掉的印痕？

这一切，可能你都未曾预料和记
住。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一个不能储存
太多记忆的孩子。可如今你已经长
大，应该知道那些付出背后的内涵。
就如爸爸终于读懂了爷爷奶奶的心一
样，你最终也会悟透爱的真谛。

可怜天下父母心。琪琪，我的宝贝
女儿，爸爸的爱会一直萦绕在你的
身边。

爱你的爸爸

小孩子无聊时经常会
做一些小动作，比如吮手
指、吐舌头等，这些小举动
虽然有时看起来十分可
爱，但是总这样做会让孩
子养成坏习惯，不利于孩
子口腔发育。

1. 吮手指。吸吮是婴
儿的自然反射之一，会让
其获得安全感。但是过度
吮手指会影响牙槽骨和上
颚的发育，使牙槽骨发育
方向异常，也可能造成上
颚狭窄、变高等。所以当孩
子一岁后还存在这个习
惯，家长就要帮孩子改正。
比如转移注意力，多带孩
子进行户外活动，减少吮
指次数。

2.吐舌头。偶尔吐舌头
会显得孩子活泼俏皮，但经
常如此会形成下颌前凸畸
形，俗称“地包天”。面对这
一问题，家长可以时常提
醒，或者告诉孩子经常对别
人吐舌头不礼貌。

3.张口呼吸。张口呼吸
会对儿童牙齿和面部发育
造成不良影响，引起面部变
形、牙齿弯曲、下巴向后倾斜。对于张口
呼吸和鼾声过大的儿童，家人应带孩子
到医院检查，看是否有腺样体肥大等问
题，及时诊治。

4.咬嘴唇。咬嘴唇会使唇齿变形，
而且还会让牙齿受到挤压，造成门牙
向后移动，牙间出现缝隙，导致牙列不
整齐。所以在孩子出牙期间，可以让孩
子咬磨牙棒等缓解牙龈不适。出牙以
后，孩子如果有经常咬唇的习惯，可转
移注意力并及时纠正。

5.偏侧咀嚼。牙齿生长发育阶段，
如果孩子一侧牙有缺失，就容易养成
用单侧牙齿进食的习惯。长此以往，会
导致牙齿互相挤压、畸形，双侧面部大
小不一致。所以应督促孩子保持良好
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半年去医院检查
牙齿。严重者可以通过正畸治疗。

（《生命时报》段朱岩 吴珺）

孩子运动，
快乐最重要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体
育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
孩子的体质体能发展的重要性，家长
们让孩子参加体育类培训项目的热情
高涨，甚至不惜花费“重金”。

“让孩子多运动不能盲目跟风，更
不是‘越贵越好’”，北京体育大学运动
人体科学学院运动解剖学教研室教
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早期发展
专业委员会儿童运动与健康学组委员
罗冬梅说，现在很多家长看到市场上
什么运动火了，或者什么运动能为孩
子的升学提供帮助，就给孩子报什么，
这种出发点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对于
学龄前的孩子，体育运动的目的应该
是为孩子生长发育助力，以促进其身
心全面发展。“如果一开始就奔着一个
项目，奔着拿奖、鲜花和掌声去，就违
背了孩子的成长规律，也会给孩子的
身心带来不利影响。”想要科学地让孩
子“动”起来，应做到以下几点。

1.培养孩子对运动的感觉。首先，
要让孩子在运动中保持快乐。单一的、
枯燥的、训练式的运动很难收获好的
效果，自发的、玩耍式的、愉快的运动
才能真正激发孩子的潜力。其次，儿童
运动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对运动的感
觉，而非达成某个目标。

2.给孩子创造“动”的环境。罗冬
梅称，家里、户外、公园等不同的环境
能给予孩子不同的身体刺激，让他的
身心迅速作出反应，促进生长和发育。
此外，家长还需要在陪伴中对孩子适
当点拨。例如，可以在家里给他看一些
篮球的影像、添置一些投篮的小玩具，
也可以带孩子到户外的篮球场地围
观、让他自己尝试。

3.让孩子自己探索。很多家长一
出门就将孩子抱着，害怕他摔跤，但事
实上，孩子只有自己多探索，才能有保
护自己的能力。罗冬梅称，还是要尽量
给孩子更多的体验，让他自己探索，这
也是运动的价值所在。

（《生命时报》罗冬梅 牛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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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会越来越
有自己的想法和声音，也需要父母倾
听自己的声音。你知道孩子的真实意
愿吗？孩子再小，也有自己的想法。所
以不管什么情况，家长都要学会倾听，
等孩子把话说完，考虑孩子的感受。

孩子不小心摔倒，家长通常的做
法是一边用脚跺着地面，一边安慰孩
子：“不痛，不哭，没关系！”这就是忽
略孩子感受的具体体现，你又不是孩
子怎么知道孩子不痛？正确的做法应
该是，给予孩子同情，教育孩子下次注
意安全，不再摔倒。

闺蜜喜欢带女儿逛超市，可孩
子总是闷闷不乐，甚至哭闹不愿进
去。闺蜜很费解，偶然一次，闺蜜蹲
下帮孩子系鞋带，才发现了问题的
根源。原来，孩子眼中的“超市”与她
所见的“超市”完全不同，她看到的
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孩子看到的
是毫无表情的货架、来回摆动的大
腿、手臂。家长不能替代孩子的感
受，只有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才能
真正了解孩子的内心。

同事有了二宝后，忙得脚不着地，
常忽略了大宝的存在，被“分割”爱的
大宝，经常用哭闹、喊肚痛，来吸引妈
妈的“重视”拥抱。当同事明白这个原
因后，马上改变策略，除了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多关爱大宝外，还动员大宝
一起来照顾二宝，分享全家的快乐，渐
渐地大宝的笑脸增多了。倾听孩子内
心，试图去理解孩子的感受，给予孩子
希望。

本来答应女儿周末回乡下的姥姥
家，可是单位临时有事需要加班，我及
时跟女儿解释，女儿尽管有些失望，但
也接受了。“妈妈（爸爸）说话不算
数！”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么说过你呢？
很多时候，父母为了鼓励孩子去做一
件事，就随口对他们许下承诺，当承诺
无法兑现时，常常让孩子伤心失望。如
果家长实在是因为有事而爽约，就应

抛开大人的架子，跟孩子诚恳道歉，并
做好解释，让其自尊心得到尊重，把对
孩子的影响减到最小。

家长如果不能做到与孩子沟通，
孩子就会对家长关上心门。选择上什
么特长班，要尊重孩子的爱好和兴趣，
家长一厢情愿和世俗功利的观点，孩
子并不领情，也学不好；孩子主动诉说
烦恼和心事，家长要坐下来，放下手
机，认真倾听，还要不时给予共情，孩
子会感恩你的关注；家里的一些大事
小情，要让孩子一起参与讨论、决策，
孩子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才能大
增，同时还培养了孩子待人处事的能
力素养。孩子天生是生活家、艺术家，
更是教育家——那些藏在童真深处的
单纯、善良，那些看似幼稚实则隽永的
话语，总能让人醍醐灌顶。

反之，一切忽略孩子感受，以权威
自居，单向地向孩子发号施令，包办代

替，过分关心、过度要求、过多满足。看
似“为你好”让孩子少走弯路的做法，
很多时候会使孩子失去对自己生活的
掌控感和价值感。教育家马卡连柯说：

“心平气和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指
导，才是家庭教育的应有外部表现，而
不应当是专横、愤怒、叫喊、央告、恳
求。”孩子有了困惑，家长要及时给予
帮助；孩子有小进步，家长要常点赞，
增加孩子价值感，助力他们飞得更高
更远。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
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诗人泰戈尔
的教诲言犹在耳。那就请家长温柔地
对待这些可爱的孩子吧，理解并倾听
他们的需求和感受，为他们创造出一
个精神富足的童年。为此，家长要设
身处地努力做到：一是大胆放手让孩
子独立。培养孩子生活的独立性，要
常说：“你来试试看”；培养心理上的

独立性，要常说：“这件事，你可自己
决定”；培养学习上的独立性，要常
说：“我看到你的进步了”。二是倾听
孩子的呼声、需求和期待，理解孩子
的难处、尴尬和矛盾。三是尊重孩子
的选择、兴趣和意愿，理解孩子的情
绪、失落和暂时落后，并在适当的时
候给出建议。四是学会换位思考，常
想“如果我是孩子”，是否能够接受现
在的家庭教育和氛围，是否做到了用
细心去感受孩子、用真心去了解孩
子、用爱心去读懂孩子、用耐心去贴
近孩子。以情换情，以心换心，父母懂
得换位思考，才是孩子最大的福气。

孩子有时像一片云，让人捉摸不
定；有时像太阳，若隐若现。孩子的内
心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需要家长用心
去探索。爱孩子，就要蹲下身来用心去
和孩子沟通，用心去感受孩子的感受，
用心去尊重并接纳孩子的心事。

不要忽略孩子的感受
张兵

三岁以后的小孩，除了表达能力
越来越强，模仿能力也越来越强，特
别是模仿大人的语气和神情。由于儿
子是独子，家里没有其他小孩，我自
然就是他的模仿对象。他老爱我抱
他，都已是15公斤的小家伙，我告诉
他我累了，抱不动了。他学着我的语
气说：“我累了，我不能走了，爸爸抱
我！”后来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必胜
招——“我肚子痛，不能走。”我慌了，
赶紧抱着他。一连数次，我才发现自
己上当了，这不过是他的招数之一。

我试着耐心地向他解释，爸爸老
了没力气，抱不动他了。谁知这小子
有样学样，突然有一天对我说：“爸
爸，我老了！没力气走，抱我！”看着这
么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说自己老，我真
是哭笑不得。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应付
他，只抱着他走几步路，然后就让他
自己走。我说：“抱一下，自己走一段；
再抱一下，再自己走一段。”他却跟我
讨价还价：“爸爸，我要抱很多，走一
点；抱很多，走一点。”。

和小孩对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
意志力斗争，为了慰劳在抱他的同
时，自己也有些甜头，于是我一边抱
他，一边要他亲我以示回馈。姜还是
老的辣，再伶俐的小孩子也会中招，
他立马照做，嘴里还念念有词：“抱一
下，亲一下！抱一下，亲一下！”

他平时若是顽皮捣蛋，我总是皱起
眉头说：“爸爸生气了！我要骂你了……”
其实我也只是警告他，不一定真骂。
我一直以为这样说没什么不妥，可突
然有一天他也皱起眉头对着我说：

“我要骂你了！”他的表情认真又滑
稽，但一言惊醒了我。他活生生就是
我的一面镜子，把我的一言一行都暴
露出来。于是，我决定以后再也不用
这种口吻来警告他。

慢慢地，我也懂得了，如果我自
己表现得更加得体，让孩子没有陋习
可以模仿，他自然就会成为我优良行
为的镜子，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乖！

自儿子上学那天起，我就每天开
车接送他，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说
实话，家离学校的路程不算远，弯弯拐
拐加起来不到三公里，开车十分钟，走
路悠悠闲闲半小时。我也有过想让孩
子走路锻炼锻炼身体，但是看身边的
人都是开车接送，几乎没有走路的，所
以我也就随了大流，一年四季风雨不
改，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几年，一步步
让儿子养成了不愿多走路的坏习惯，
而我却浑然不知。

前段时间的一个清晨，我还如往
日一般，拉着儿子的手从电梯下到车
库，再拿着钥匙去开车，可不知怎么搞
的，车就是打不着火，试了好几次都无
济于事。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拉着儿
子的手准备走路去学校。令我没想到
的是，儿子一听说要走路去上学，整个

人立刻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
什么也不干，不论我如何鼓励和劝说，
他就是不走，而且还哇哇大哭起来，一
边哭一边喊着累。看到儿子如此表现，
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脚都没动
半步，累又能从何说起呢？这不是累，
而是懒，是不想吃半点苦啊！最后我只
好动用“家法”，说取消他这周的零花
钱，儿子才勉强愿意动身，跟在我的身
后磨磨唧唧地走向学校。

在路上，我心里有些难受，一是
面对儿子的不争气，我的气还没有全
消，二是我也在反思自己，难道儿子
今天的好逸恶劳、一点儿苦都不想吃
不是自己惯出来的吗？想至此，我也
没有再训斥儿子，而是一边拉着他的
手向学校走，一边给他讲我儿时每天
单行八公里山路，且啃着馒头、喝着

凉水、打着火把求学的经历，跟他说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想以此来勉励
儿子学会坚强，让他懂得万里之路自
脚下开始的道理，从而养成吃苦耐劳
的好习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自这一天之后，我就下定决心，再
也不开车载着儿子去上学了，而是每
天早上比平时早起半小时，然后陪着
儿子一起走路去学校。放学的时候，我
更是早早步行到学校门口等着，等他
放学后再牵着他的小手一路走回家。
有时候，走在路上，我还会和他一起看
路边的风景，教他认识一些常见的花
草树木，甚至在路上买了菜、水果、面
条以后，也让他一起帮忙拎。回家后，
等他做完作业，吃罢饭，我还让他干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擦擦桌子，扫地拖
地，洗洗碗。时间长了，儿子也习惯了，

乐意干家务活，明显比之前懂事了不
少，这令我很是欣慰。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
人只有经历磨难，吃过生活的苦，才能变
得更坚强，才可堪重任，没有吃过苦的孩
子，很难有所担当。所以在孩子的成长阶
段，作为家长，如果时常把他们捧在手心
里，给他们提供太安逸的环境，舍不得让
孩子吃半点苦，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孩子
成长的。毕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有磨砺，有逆境，人才能得到
锻炼，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清人沈近思说：“草木不经霜雪，
则生意不固；吾人不经忧患，则德慧不
成。”同样，只有放手让孩子吃点儿苦，
陪他们一起吃点儿苦，他们的筋骨才
能强健，意志才会坚定，性格才会
坚强。

女儿，你知道吗？
王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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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一起吃点儿苦
颜克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