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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我想对你说

“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的课余
时间增加，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近期，很多省市发布相关文
件，对体育培训机构的场所、适用范
围、准入条件、从业人员等进行了明确
规定。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
研究院副院长张一民表示，合格、专业
的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应具备3个基本
特点，家长在报名前要做好功课、着重
考虑。

传授运动技能。市面上的培训机
构数量多、项目全，从篮球、足球、乒乓
球到游泳、跆拳道、武术都有。专业的
培训能够全面提升孩子的体育技能、
助力生长发育，想让运动成为孩子的
爱好、习惯，甚至终身生活方式，家长
在选择机构时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可
适当选择1-2个项目换着学。

学到体育与健康的专业知识。孩
子在上课过程中不应该只学会如何运
动，还应从中学习健康知识。“体育其
实与语数英一样，也是具有知识性的
一门学科，孩子能够从中获益，对掌握
健康知识十分有益。”张一民指出，培
训机构的授课老师最好有体育类教师
资格证等，这样能够保证专业性。此
外，能够举办和组织孩子参加规律性
赛事的机构，一般也都具有较高的专
业水平。

提供运动安全保障。任何情况下，
运动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体育培
训更是如此。运动存在一定风险，孩
子有可能磕碰、受伤，机构必须严格
按照教育部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运
动风险防控措施，对可能出现的状况
做好预案。《广州市体育类校外培训
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河南省体
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
指南（试行）》均规定，培训机构必须
有符合安全条件的固定且独立使用
的场所，“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下

室、半地下室；教学场所使用面积不
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2/3”。对
此，张一民解释，场地专科专用、面积
符合项目需求、器材遵循既定标准，
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篮球培训机
构应配备标准篮球场，能容纳相应数
量的孩子同时上课。另外，授课老师
不仅要具备体育健康知识，还要有一
定的医学常识和急救技能，能在危险
发生时保障孩子的安全。开设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游泳、攀岩、潜水、滑雪
等）的机构必须取得相应许可证书并
购买专门保险。

张一民提醒家长，机构应有明确
的课程内容和标准，针对不同水平、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进行分层培训。需要
注意，有些运动项目不宜过早接触，以
免对生长发育造成负面影响，包括：举
重等力量性运动，孩子骨骼肌肉系统
发育还不完全，长期进行高负荷的力
量运动不利于生长，还可能对身体器
官造成压迫，建议14-16岁进入青春
期后再练习；长跑等耐力性运动，孩子
心血管系统尚未发育完全，长时间跑
步可能给心肺系统带来过大负担，建
议6岁后再让孩子参与；高负荷竞技性
运动，孩子力量不足，高强度的羽毛
球、网球训练等容易导致肌肉、关节损
伤，甚至两侧身体发育不均衡，作为日
常娱乐项目尚可，若接受专业训练，建
议在7岁后。

张一民表示，学龄前幼儿和10岁
以下的儿童更适合技巧类的运动或训
练，如10米折返跑、软式网球、软式棒
球、体操、舞蹈等，以掌握动作要领为
主，锻炼身体的灵活性、协调能力、平
衡感，促进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部分
孩子可能很小就显现出运动天赋，应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专业的儿童体育课
程，但尽量少参加高强度比赛。

（《生命时报》张一民田雨汀）

在育儿过程中，孩子总会有大大
小小的各种需求，如果家长全都一一
满足、顺从，可能会导致溺爱。也因此，
延迟满足教育法一直备受推崇。

延迟满足是指以放弃当下的即时
满足，通过自愿控制自己的行为，以期
在等待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更高的满
足。比如，孩子回家不做作业，吵着要
看一集动画片，如果家长立即妥协，让
孩子打开电视便是即时满足；但若家
长说做完作业后可以看两集动画片，
而且孩子也愿意这样做，这就是延迟
满足。

延迟满足能让孩子围绕远景目
标，主动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自觉
抵制外界不良诱惑，有利于提高自制
力，不仅对孩子的终生成长有益，也能
让其在学业、事业、人际交往等方面获
得更大的成功。如果家长总是有求必
应，无限制地即时满足孩子的要求，孩
子就会以自我为中心，贪得无厌，自制
力弱，或是只知道及时行乐，易沉迷于
游戏、电视，成绩也会越来越差。延迟
满足的教育方法虽好，但并不适用于
所有年龄段，家长在使用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

3岁之前慎用。3岁之前是孩子对
父母形成亲子依恋的关键期。这一时
期孩子大脑发育不完善，理解力有限，
使用延迟满足，会让其造成误解，以为

父母不喜欢他，进而削弱孩子的安全
感，不利于建立良性的亲子依恋。

延时要有梯度。延迟的时间长短
要根据年龄大小设置，随着年龄的增
大，延迟的时间逐渐加长。对年幼的孩
子，延迟的时间不宜过长，要在孩子可
承受的范围内。

不要只重结果，还要关注过程。不
要以成败论英雄，要肯定孩子付出的
努力。比如，与孩子约定2个小时以后
再吃巧克力。如果孩子坚持了一个半
小时就动摇了，家长也不要生气，毕竟
孩子忍住了没有立即吃。可以先肯定
孩子的努力，然后提出希望，鼓励他下
次坚持两个小时。

约定的奖励要及时兑现。孩子
经历了“风雨”，就应该见到“彩虹”，
家长不要找借口搪塞孩子。奖励要
具体清晰，及时到位，不要打折，更
不要反悔。

要教给孩子方法。等待的过程是
煎熬的，家长可以借助一些小方法帮
孩子做到。比如，转移注意力法，在等
待期间，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给孩子找些别的事情做；或者让孩子
远离妨碍自己实现长远目标的分心
物，主动屏蔽；还可以将目标分解，把
要等待的时间划分几段，每段安排一
项小任务，逐一攻克。

（《生命时报》琚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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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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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孩子们会在短期内收到数额不菲的
“压岁钱”，有的多达数万元！一些孩子“一夜暴富”
后，便开始胡乱花钱，弄得家长们很是头疼。如何引
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呢？我家的作法是：
拆整为零，科学理财，把握契机，教育孩子。

春节时，我女儿玲玲从爷爷、奶奶、姥姥等长辈
手中，得到了1万多元的压岁钱。面对这笔“巨资”，
女儿有些不知所措。看到小区内别的孩子大把大把
地胡乱花钱，她也想“阔绰”“潇洒”一把，想在网上
买一部高档手机！

看着女儿“暴富”后的亢奋，我和老公感到事态
非常严重——这并不是简单的压岁钱的问题，而是
涉及孩子的理财教育问题。我们紧急磋商后，决定
就“如何用好压岁钱”这一中心议题，给女儿上一堂
理财课。我们把女儿叫到面前，跟她说明：春节，长
辈给晚辈压岁钱，并不是为了让晚辈大手大脚地花
钱，更不是让他们在人前“显阔”，而是对晚辈寄予
了一种深切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给钱，只是亲情
的一种表达方式，晚辈应该从压岁钱中看到长辈对
自己的厚望和厚爱，要在懂得感恩的同时，还要学
会科学理财。道理说明白了，女儿也就愉快地打消
了“突击花钱”的念头。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开
始研究如何科学地使用这笔压岁钱。

第一招：设账户。这招是老公提出的。老公说，

在银行给女儿开个账户，让她把压岁钱存进去。以
后，这个户头就是女儿个人专用的了，她平时可以
随时存入自己的零花钱。老公认为，设立孩子个人
账户，有利于女儿养成勤俭节约、科学理财的好习
惯。女儿听说自己也将有了“账户”，“待遇”和大人
一样了，非常高兴，愉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招：做专项。这招是我想出的。我动员女儿
从压岁钱中拨出一部分来，用于女儿开学时交学
费、买课外书和文具等。这部分消费属于“刚性支
出”，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我尤其强调女儿要

“设立购书专项款”，这有助于女儿养成爱读书的好
习惯。女儿非常同意这一决定，把这项内容工工整
整地记在本子上。

第三招：表孝心。这是女儿自己想出来的。女儿
说，爷爷、奶奶、姥姥等长辈这么关心自己，她也该
表达一下自己的孝心。女儿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

“从压岁钱中拨出一部分来，给爱学习的爷爷订一
份老年报，给爱散步的奶奶买个拐杖，给爱听评书
和京戏的姥姥买个收音机，给身体不好的姑姑买几
袋营养奶粉，然后再给睡觉打呼噜的爸爸买个‘太
空枕’，最后，再给全家老人共同买一台按摩椅……”
女儿想得真周全，看来她真是动脑上心了！

第四招：献爱心。在全家人研究的过程中，老公
提醒女儿：“玲玲，你们学校有没有家里困难的同学

啊？”响鼓不用重敲，女儿马上就明白了父亲的用
意，她大声地说：“对，我还要拿出一部分钱来，捐赠
给希望工程，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像我一样
背着书包上学去！”得，这第四招也算是女儿自己想
出来的。

第五招：买保险。这招是我和老公想好后，征得
女儿同意的。我们有针对性地给女儿办理“少儿健
康平安险”“校园健康平安险”等险种，算是帮我和
老公解除了孩子健康成长和升学成才的一些后顾
之忧。

第六招：家庭奖。这招是我提议的，我想把女儿
的压岁钱拿出一部分来，设立“家庭奖励基金”，我
和老公每个月都用工资往里面续一部分资金。这笔
开支主要用于奖励家庭成员平时认真履行各自“工
作职责”“学习任务”。奖励方法可以是“外出旅行”，
可以是“博物馆一日学”，可以是“老少三代野炊”，
也可以是“看一场新电影、听一场音乐会”等。女儿
对这项支出热情很高，感觉很新颖，于是，这项支出
也记在了女儿的本子上。

六招“搞定”压岁钱后，女儿揣着压岁钱，拉着
老公的手，蹦蹦跳跳地下楼向银行跑去。我已和女
儿商定好，往后春节女儿“暴富”后，我们还将延续
这六种办法，并根据她这一年来理财的经验，鼓励
她自己作出相应的决断。

用好压岁钱，培养孩子的“财商”
刘凯

初春的夜晚，孩子在写作业，我在旁边看书，微
黄的灯光下，我们都认真极了。随着“嘀嗒”的时钟
声，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0点。孩子高兴地说：“妈
妈，我还有最后一项数学，作业就完成啦。”看着孩
子脸上洋溢的自信，我也跟着开心，起身给她冲了
杯牛奶，然后继续边写边读。

眼看要到11点了，我督促孩子赶紧睡觉，明天
一早还有兴趣班课程，她说“再等等，我要看老师批
改完了安心睡觉。”看孩子坚持，我就把手机递给她
先去洗漱了。

正在泡脚，听到房间里传来“哇哇”的哭声，我
一下子慌了。顾不得擦脚，迅速穿上拖鞋走进房间，
一看，孩子抱着手机在哭，两个肩膀抽搐得厉害。

我赶紧走到她身边，抱着她，还不待我开口，孩
子就开始控诉：“我没有抄作业，数学老师说我最后
几题是抄袭的，让我把今天的卷子重新做一遍，再
做一遍都到凌晨了。”她边说边抽泣。于是我一边安
慰她，一边又问孩子：“你是自己独立完成吗？”孩子
斩钉截铁回答：“是！”“有没有抄袭呢？”只见她委屈
地说“我连手机都没有，怎么抄袭？抄谁的？”我再引
导着问“那你有没有验算过程？”“有。”说完她把草
稿纸推给我。“老师为什么会怀疑你呢？”“因为有一
次数学题最后一题我不会，问了同学把答案填上了
被老师发现批评了我。”弄清楚了缘由，我再次开
口：“如果你觉得这套卷子你都会且独立完成，那就
给老师打电话，请老师随机抽查你现场作答。”

孩子看了看时钟，胆怯地说：“这么晚了，我不
敢打，再说老师肯定会说我狡辩。”

“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独立完成，是否有请教同
学或者百度查答案，不能有欺骗行为。如果这些你都
没有，那就勇敢给老师打电话，我就坐你旁边。”

“真的可以吗？可以跟老师沟通？”孩子怯怯地
问。我向她投去鼓励的眼神，并把老师的电话调出
来，等她自己决定。等待了约一分钟左右，孩子站起
来，抹了抹眼泪，看向我，我对她点了点头。她拿起
手机给老师拨过去。

电话只响了一声，老师就接起来了“张老师，今
晚的作业是我独立完成的，没有任何抄袭行为，如
果张老师有疑问，可以抽题考验我，我一一作答。”
只听孩子一口气说完，对面的老师开口了“噢，这样

啊，那你今天表现很棒，这道题很多同学都没做出
来。我问了几个同学都是抄袭的，既然你是自己独
立完成的，又能主动打电话说明你是真的懂了，那
就不用再做一遍试卷，早点休息吧。”

孩子如释重负般放下电话。“妈妈，有你真好，
我爱你。”说完立即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关于小孩的教育，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在100
多年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叫做《我们现在怎
样做父亲》的文章。其中有几点“育儿观”，我奉为圭
臬：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
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
达。”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

不该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尽教育的义务，
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
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鲁迅先生说：“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
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
做。”是啊，在中国，为人父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严苛标准之下，可
能不经意间就已经成为“刺痛”孩子的“矛”；另一方
面，父母看着孩子长大，孩子有什么艰难困苦也都
告诉父母，父母又像是孩子坚实的“盾”。既是“矛”，
又是“盾”，岂能不矛盾？

只愿自己多做孩子的“盾”，少做孩子的“矛”。

亲爱的孩子：

你好！

那次，从别人家里出来，天已经黑透了。站在

楼下柳树的阴影里，周围是远远近近零星的灯光。

我说：“叮咚，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你领我回

去吧。”

你说：“嗯，好的。”，我感觉到你牵着我的手抓

紧了。

我当时心里想，这个只有五岁的孩子，虽然自

己也不知道回家的路，却已经决定要由他带领不

认识路的爸爸回家了。

我看着你学会了许多原来不会的东西，在努

力地向一个有担当、肯负责的理想的男子汉靠拢。

两岁多的时候，你学习用筷子，花了两个小时

夹一条塑料小鱼，遭遇了无数次失败仍然不肯放

弃，一边大哭一边更努力地夹，连饭也不肯吃，最

终夹着一条小鱼到我面前，说：“爸爸你看，我夹住

了。”你的小脸上，满是灿烂的自豪和得意。

三岁时的夏天，你见我拿西瓜上楼，一定要帮

我拿，我让你拿了一个小的。你抱着那个瓜，走在

我前面，在三楼的平台上绊倒了，仍然把瓜紧紧地

抱在怀里，居然没有摔破。你不肯让我接管那个

瓜，着急地跟我说，爸爸，没事，没事。生怕我把瓜

收回去。到了五楼，又绊了一下，那个瓜终于破了。

你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伤心地大哭。下一次带瓜

上楼，你仍然要求抱个西瓜，而且顺利地完成了任

务。你完成任务的时候，似乎比吃你最喜欢吃的小

笼包和排骨更高兴。

还是三岁的夏天，你学会了玩小踏板车。那

是你从两岁多就开始努力学习的，为此不知道摔

了多少跤，膝盖上的伤疤旧的还没好，新的又出

现了，伤上加伤，伤疤最厚处都超过了1厘米，你

仍锲而不舍地在院子里的砖地上一次又一次地

蹬着那辆小车来来去去。终于有一天，你纯熟地

踏着那辆小车滑到我身边，大声向我喊：“爸爸，

我会了！你看！”

那天，我在楼上看书，你弟弟摔倒蹭破了皮，

我听见你在楼下大声说，“别怕，有我呢！”虽然你

接下来说的是“我们家里有创可贴”，我还是被深

深打动了。

“别怕，有我呢。”这句话，和你在黑夜里拉紧

我的手答应带我回家，都让我的心变得前所未有

的踏实。这么让人安心的承诺，是一个五岁的小男

孩作出的。

爱你的爸爸

孩子，谢谢你领我回家
杨蕴伟

做孩子的“盾”
陶敏

报体能班必须考虑三点

培养延迟满足，三岁后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