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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高
质
量
陪
伴
应
做
到
五
点

生活中，时常能看到家长一边玩
手机一边陪孩子，也有的父母把孩子
放在身旁，然后忙着做家务，或处理
未完成的工作。这两种陪伴没有互动
交流，也没有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
属于低质量的陪伴。而高质量的陪伴
能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增进亲子间
的感情。相关学者研究总结出了暂
停、参与、鼓励、反馈、衍生五个法则，
来帮助家长们提高陪伴质量，促进孩
子的心理成长。

1. 暂停：关注孩子需求。家长陪
伴孩子时不要只顾忙自己的，要学会
倾听，了解孩子的心理需求。当孩子
需要时，家长要能停下手头上的事，
让孩子知道你在关注他。尽量让孩子
说出自己的心理需求，如果他不愿意
说，家长可以从侧面迂回地套出孩子
的话，探寻其内心想法，尤其要关注
孩子的困惑或烦恼。

2. 参与：加入孩子游戏。父母可
以通过巧妙提问，参与孩子的活动。
比如，孩子在玩烹饪过家家，家长可
以问，你刚做完的饭烫手，你要怎么
端？孩子就会想办法解决，向父母展
示；若是孩子不知道如何解决，家长
可以做示范。如此互动，父母很自然
地由“局外人”变成“局内人”，有了协
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机会。

3. 鼓励：引导孩子表达 。孩子无
论说什么，家长都不要急着否定，要
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尤其
要呵护孩子独特的见解。在陪伴过程
中，家长可以适当引导，但不要当主
导者，不要过多干涉孩子。要知道在
这个过程中，孩子是“红花”，家长作
为陪伴者，只是“绿叶”。要多鼓励孩
子表达，做真实的自己，也有助于家
长更多地了解孩子。

4. 反馈：及时告知纠偏。有些家
长平时鲜有时间陪孩子，难得在家
时，就总想与孩子亲近，留个好印象，
所以常常将夸奖、表扬的话挂在嘴
边。实际上高质量的陪伴不必一味地
迎合、表达认可，如果孩子的某些想

法或做法确实不妥，要真诚地表达，
及时告知、纠偏。小孩子的想法其实
很简单，不会因此就不喜欢爸爸妈
妈，反而会因为平等、真诚地交流而
拉近亲子关系。

5. 衍生：扩展孩子视野。孩子年
幼，思维发展水平有限，认识问题角
度单一，家长可以丰富孩子的视角，
引导他多角度分析问题。比如，当孩
子讨厌某个人时，妈妈可以对孩子
说，每个人都有缺点，但也有优点，你
讨厌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某些缺
点，但还要想想他有哪些闪光点。这
样有助于孩子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
题，避免思维方式过于偏激。

（《生命时报》琚金民）

如果有一天，年幼的孩子突然
跟你说，长大后想要当一名清洁工，
作为家长你会是什么反应?可能不
少人都会表现出惊讶，甚至很不高
兴。传统观念里，职业是有高低贵贱
的，包括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认为“当
清洁工没出息”。可这种观念是过时
的，家长不宜在孩子年幼时传递这
种职业偏见。

一方面，孩子在年幼时想要从
事什么职业，大多是一种天真的想
法，并不能决定其未来的发展。如
果家长对孩子所说的“目标”表现
得很不屑，甚至嗤之以鼻，可能会
打击孩子的自尊，挫伤其探索世界
的勇气，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是不利
的。另一方面，如果父母认为某些
职业低人一等，且表现出鄙夷的态
度，孩子就会潜移默化地对不同人
群有了高低贵贱的判断，这对于培
养孩子的平等、友善之心是非常不
利的。

0~14岁是职业萌芽的成长阶
段、职业启蒙期。在这一时期，孩子
的自我意识开始形成，认知迅速发
展，是性格塑造的黄金期。所以，培
养正确的职业观对于孩子来说，既

有助其了解世界，也是培养孩子平
等、友爱的人格的开端。

1. 引导孩子了解不同的职业。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途径能让孩子
了解各行各业，比如公共活动场所
的所见所闻、电视报纸上报道的相
关新闻、绘本和动画片等。家长可以
借助这些机会让孩子从小就对各行
各业有一些初步认识，从而帮助他
们在长大后选择成熟且适合自己的
职业。

2.巧用儿时职业梦想培养好习
惯。小孩子的想法虽然是天马行空
的，但家长可以利用这些想法，引导
孩子养成好习惯。比如当孩子说以
后想当一名清洁工，家长可以说，

“当清洁工要很勤快、讲卫生，那你
要先做到这点才可以啊”，进而引导
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

3.不应把陈旧的职业偏见传递
给孩子。家长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
待不同职业，更不要这样教孩子。要
告诉孩子，任何正当职业都是有价
值的，通过劳动来获取报酬、服务社
会，都值得我们尊重。

（《生命时报》任增辉）

南方的冬天，来得晚。虽然已经
冬天了，太阳还是和煦地高挂空
中。直到前几天晚上，下了场三更
雨，天气骤然变冷，才有了冬的
寒意。

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
作业：到树林里收集不同形状的树
叶。于是，我早早地把孩子带到附
近的公园，寻找不同形状的树叶。

映入眼帘的便是两边高大的梧
桐树，树干粗壮，树叶落了一地，一
片片梧桐叶像金色的小巴掌，紧紧
地粘在地上。这时的大地，又像绣
了金色图案的地毯，连孩子见着，
也忍不住惊叹一声，美丽极了！孩
子跳入这片地毯，高兴地嚷着：“妈
妈，我要找到最漂亮的一片树叶。”
说完，他便低下头，弓着背，仔细地
寻找着。我心中不禁觉得好笑，这
树叶长得都差不多，哪有最漂亮的
说法。但看着孩子认真的背影，我
不忍说破。不一会儿，他从一堆落
叶之中，捡起一片金黄的、大大的

梧桐叶，转过身说：“妈妈，我找到
了，这一片叶子最漂亮。”我配合着
他问：“为什么这片叶子最漂亮
呀？”他说：“这片叶子最大，最黄，
和手掌一样的形状。”孩子的世界
真简单，只要最大，最黄，就是最漂
亮的。

收集了几片梧桐叶，我们继续
往前走，发现里面有一小片竹林。
孩子摘了几片竹叶，我问他：“这是
什么形状？”他抓耳挠腮，却答不上
来。我笑了笑，继续说：“看，这叶子
最上面有一个小尖端，你用小尖端
扎一下自己的手。”听完我的话，他
就扎自己的手，然后说：“好痛，就
跟在医院打针一样痛。”过了一会
儿，他又说：“妈妈，我知道这个是
什么形状了，针管形状。”孩子真的
是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只需我们愿
意耐心地陪伴，他们总会给我们
惊喜。

公园里最漂亮的要数那几棵银
杏树，我带着孩子继续找树叶。这

时的银杏树已经全部黄了，落了一
地。孩子又捡了许多银杏叶，然后
转过身跟我说：“妈妈，这是贝壳的
形状。”“是的，这是贝壳的形状，那
能不能再看一下，还像什么？”孩子
想了想，突然眼睛闪着亮光，恍然
大悟般说道：“这像一把小扇子，跟
外婆给我扇风的小扇子一样。”“太
棒了，轩轩，那你知道这个小扇子
是做什么的吗？”“这个小扇子是扇
走热热的夏天的。”听着孩子絮絮
地说，我突然感觉，纵使书中的知
识再丰富，也不及到大自然中走一
走。这或许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吧！

那天，我们捡了满满一袋的
树叶，形状也各种各样，有扇形
的、有掌形的、有披针形的、还有
心形的……

大自然真是孩子最好的教材。
让孩子走出门，感受季节的更替，
感觉世界的美妙，与读一本好书一
样重要。

打从上学开始，儿子那磨磨蹭
蹭的坏习惯就一直让我头痛不已，
譬如，早上穿衣服磨磨蹭蹭，吃个
早饭磨磨蹭蹭，就连走路去学校的
路上亦是如此，很多次我无奈哀
求：“拜托你快一点好不好？”我这
边急得不行，他却依然慢慢悠悠地
答道：“急什么，我看过时间了，来
得及……”

在这些事情上慢动作也就算
了，可是连每天写作业都慢吞吞
的。每天放学回到家，吃东西、找东
西，绝对有一大堆的事都比写作业
来得急迫。等到我急了，催促，发
火，百般手段耍上，他才悠悠然地
写上作业，写完了，还总是得意地
拿话气我，说：“老爸，你知道有句
俗话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吗？嘿
嘿，你老是急，可你看哪次我有超
过你说的时间？”

他说的是事实，但我依然有些
郁闷，我想，以前要不是我总催着
你点，就你那个拖拉劲，你能上学

不迟到？你能及时把作业写完？我
下定决心，这段时间我一定要咬紧
牙关不去管他，我就不信了。

可是几天过去，很明显，我的
如意算盘打歪了。我这边表面是放
手了，暗地里依然揪着心地着急。
可人家呢，早上依然慢着动作穿衣
吃早饭然后上学，放学回来也依然
吃东西，找东西，偶尔再看会儿故
事书，就这情况人家依然赶在休息
时间前轻轻松松把作业搞定。

无语，想想又释然，因为这时
间我领悟到的是：别看孩子小，其
实他自个心里有他自己的一把尺
呢，可以休息玩乐的时间，干正事
所需要的时间，小家伙心里清楚着
呢，甚至有什么事不能干，有什么
事绝不可以推诿，他心里也明镜似
的，任是谁也左右不了呢。

还记得就是几天，晚饭后儿子
告诉我说学校马上要开秋季运动
会了。想到上次孩子在参加跑步时
摔个半死哭得哇哇叫的情景，我就

心疼得不行，于是立马建议儿子，
以后体育课千万记得别再样样逞
强，跑步也千万别跑第一了。儿子
纳闷地看着我。我说，笨啊，要是你
再跑第一，很可能又被选去当运动
员了。儿子说，做运动员有什么不
好？我急了，我问他难道忘了上次
跑完步的情景了？儿子羞涩一笑，
回我：“累归累，可是还是要尽力跑
啊，如果跑到第一那可是为班级争
光呐。哪有怕累，就故意做样子造
假的？”

儿子没有听我的，运动会名单
下来的时候，儿子自然榜上有名。
知道的时候，我没有惊讶，因为就
是这几天，左右思虑间，我已经想
通了：其实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把
属于自己的行为标尺，作为父母，
督导爱护之心可有，至于妄想去溺
爱啊去主导啊，还是免了吧。给孩
子一些自由，由着他的一些主见，
就让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
不断地改进，勇猛地腾飞吧……

饭桌上，儿子夹了
一个鸡腿放在我碗里，
说：“妈妈，这是你的。”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
其实我不爱吃鸡腿，但
我不想拒绝儿子的鸡
腿，我这么做，只是想
要给儿子一个表达爱
的机会。

其实，儿子以前并
没有这么懂事。曾经有
一段时间，他特别霸道
自私，总是抢着要好的
东西。我意识到我对儿
子的教育出现了偏差，
正在想该如何应对时，
一次经历让我认识到，
我需要的是改变自己
对待儿子行为的态度。

那是我得了重感
冒的一天，碰巧丈夫出
差，家里只剩我和儿
子。起先，我以为没什
么大不了，吃了些药就
又忙乎了。谁知道，到
了晚上，病情突然加重
了。我仍然勉强坚持，

继续监督儿子做作业。我的头越垂越
低，儿子发觉了我的异样，问我：“妈妈，
怎么了？”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没啥。做
你的作业。”儿子一边做作业一边担心
地偷偷瞅我。他忍不住又问：“妈妈生病
了？”我没回答他。他就伸手来摸我额
头，惊呼：“好烫啊！”他跳下凳子，说：

“妈妈，我帮你找药。”我想对他笑，却只
能摇头：“我吃过药了，没用。”儿子呆呆
地看着我，忽然打开门，跑了出去。回来
时，他的身后跟着楼下的邻居，原来他
去找人帮忙了。后来，这件事情在邻里
间传开了，大家都夸我儿子聪明能干。
儿子说：“我长大了，当然要懂得爱自己
的爸爸妈妈啦！”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回想起
来，儿子平时想要帮我们做些事情，可
我总觉得他还小，不让他做，他想给我
倒杯开水，我都怕他累着了、烫着了。家
里出了什么事情，我几乎都不告诉儿
子，就像这次我生病了，我就不想让儿
子知道，生怕影响他的学习。可是，我忘
记了，学习并不是全部，真正的教育是
对孩子的唤醒、激励和鼓舞，最好的教
育是爱的教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不
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当我下意
识地剥夺了孩子表达爱的机会，孩子爱
的能力就自然而然地减弱了——这就
是根源所在。

我开始改变我的做法。适当的时
候，我要求孩子和我一起做家务，不怎
么在意他会把衣服和地板打湿，这是一
种爱的融合和亲情的享受，更重要的是，
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那份责任。我要求
他和我一起买早点，帮我记家庭流水账，
和我一起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
会很乐意地让他帮我捶捶背然后笑着
告诉他：“宝贝，你很棒！”我喜欢看我的
赞扬点亮孩子的眼睛，毋庸置疑，每个
孩子都渴望在父母的接受、肯定和需要
中感受自己的价值。

多给孩子表达爱的机会，用心去感
受孩子对你的爱！

亲爱的孩子：

你好！
孩子，你在我的期盼中翩然到来，

我希望你永远都是快乐的；在你的成
长过程中，我努力为你扫清阻挡快乐
的障碍；在生活中我力争让你看到更
多阳光、积极的一面。你“嘻嘻哈哈”的
笑声是我心中最优美的乐曲，你蹦蹦
跳跳的身影是我心中最曼妙的舞姿。

那是你五岁的一天，我中午偶然
在卧室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五六支颜
色鲜艳的圆珠笔，你当时上幼儿园，并
不需要圆珠笔，而我也没有给你买过。
面对我的询问，你低着头，支支吾吾
说：“送的，门口文具店阿姨送给我
的。”从未撒过谎的你，撒谎的神态极
不自然。当我说：“咱们一起去文具店
问问。”你“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断断
续续地说：“是，是我趁阿姨不在时，偷
偷拿的。”我强压怒火，努力心平气和
地说：“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拿别人东
西的行为，就是小偷，是不礼貌的，是
不对的。”在你平复了情绪之后，我继
续引导你说：“犯了错误就要改正，你
该怎么改正呢?”你想了一会儿说：“我

应该把东西还给阿姨，给阿姨道歉。”
我又帮你擦干眼泪，洗了脸说：“孩子，
你先和小朋友一起玩一会儿，我们过
一会儿一起去。”你满脸疑惑地盯着
我，我和蔼地说：“妈妈有点事，等一会
儿咱们一块去。”确定无疑后，你才出
门玩去了。

我立即来到门口的文具店，与店
主进行了沟通，央求她说：“一会儿孩
子过来，请您原谅她，这根棒棒糖先放
您这儿，麻烦您一会儿‘奖励’她一个
棒棒糖。”下午，我拉着你的手，我们一
起来到了文具店。你走到阿姨面前，伸
出握笔的手，红着脸说：“阿姨，对不
起，我前几天从你这里偷拿了笔，是我
不对。”文具店阿姨接过你手中的圆珠
笔，用手摸摸你的脑袋，和气地说：“没
关系，能承认错误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阿姨奖励你一个小礼品。”文具店阿姨
转身放下笔，拿了一个棒棒糖递给你。
你回头看着我，我微微点头，你转头高
兴地接过棒棒糖。回去的路上，我问
你：“宝贝，开心吗？”你含着棒棒糖，点
点头。我这才对你说：“宝贝，以后需要
什么东西，告诉妈妈，妈妈给你买，不
能随意拿别人东西。你偷拿圆珠笔这

几天高兴吗？”你低着头说：“不高兴，
很害怕，害怕阿姨找上门，害怕妈妈发
现。”我说：“孩子，拿别人东西，自己并
不快乐，改正了错误，我们心里才会快
乐。”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孩子，我们
坦然自在地活着，才能坦然地享受生
活，我希望你坦然、正直地快乐生活，
我希望你永远快乐无忧！

还有一次，你小学三年级时，一次
课间 ，奔跑的你被一位同学的脚绊了
一下，摔倒在地，头上碰了一个大包，
脸也蹭破了皮。班主任打电话将我叫
到学校，那个学生的家长也来到了学
校，我们一起带你去了医院，检查之后
并无大碍，此事也就算过去了。可你回
到家却愤愤不平地说道：“我过几天一
定找机会绊他，让他也摔一跤，让他也
尝尝摔痛的味道。”我心里猛然一紧，
没有立即否定，只是耐心地蹲下来，拉
着你的手，注视着你，轻轻地问：“摔痛
他，你现在的疼痛能不能减少？”你摇
摇头说：“那肯定不能。”我又问：“你在
计划摔痛他的时候，心里会不会轻松
快乐？”你坚定地摇摇头。我再问：“既
然不能让你减轻疼痛，那你为什么要
牺牲自己几天的快乐来想怎么让他摔

倒呢？”你低下头认真地想了一会，疑
惑地问：“那我该怎么做呢?”我缓缓地
说：“他又不是故意绊倒你，他已经向
你道歉了，他爸爸也及时到医院陪你
检查了身体。原谅他，你们依然是好朋
友。”你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慢慢地
露出笑容，轻快地说：“我知道了妈妈，
原谅别人，自己也会觉得快乐的。”我
站起来，摸摸你的脑袋，轻轻地舒了一
口气。孩子，宽容也是快乐的钥匙之
一，我希望你拥有一颗大度宽容之心，
我希望你的人生充满快乐无虑。

孩子，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努力
将你培养成一个坦然、正直、宽容、豁
达的人，希望你能拥有快乐的人生，所
以我努力将原本属于你快乐帮你找回
来。孩子，让快乐永远伴随着你！

爱你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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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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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培养平等职业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