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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得注意方法技巧
◎ 赖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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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关于想对孩子说的心里
话可以与我们分享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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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账号和开户行信息。

邮箱：jswmtl@163.com

说话是一门艺术。跟孩子交流，尤其是教
育、训导类谈话，要注意方法和技巧。

把握时机。对孩子进行教育、引导、启发、
激励或提醒、警示、训诫、批评，都有必要选择
有利时机。否则，不仅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有
时还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当孩子取得成
绩、心情愉悦时，适宜进行引导、激励类谈话；
当孩子行为正常、情绪平和时，适宜进行启
发、要求类谈话；当孩子遇到挫折、心情烦闷
时，适宜进行安慰、鼓励类谈话；当孩子遇到
疑难并主动询问或请教时，适宜进行指导、灌
输类谈话。在孩子身心疲惫、心情烦闷或懊恼
时，不宜予以批评、指责、训斥，甚至挖苦、辱
骂。如果这样，亲子关系将被疏远，良好的教
育机会也将丧失。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等孩子
心情舒缓了、情绪平和了，再对其进行摆事
实、讲道理，这样孩子易于接受，教育效果也
更好。最有效的教育，往往在生活的细节之
中。家长应该抓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孩子
进行对症下药、及时有效的教育、疏导、提醒
或警示，有效提升教育训导类谈话的针对性、

时效性，并取得“解其惑，通其心，正其道，善
其行”的良好效果。

注意场合。跟孩子说话要注意场合，否则，
即便是好心，也难以办成好事；即便是好话，也
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家长不宜当着外人的面，
尤其是孩子的老师或同学的面，批评、指责、训
斥、辱骂孩子，包括数落孩子的缺点、错误、差
距、不足等。得有必要的迁就和忍让，给孩子留
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的
时间和空间。批评、训诫孩子的同时，还应该对
孩子提出正确的意见、建议或要求。同时，还得
根据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性格、不同处
境、不同心境，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不同场
合，面对不同的人，还应该拿捏好说话的分寸
和语言的轻重，给孩子温暖、亲和、爱心。当下，
孩子大都思想活跃，再加上信息渠道多元化、
信息内容复杂化等因素，不少孩子心理脆弱，
自我意识强。家庭教育尤其是亲子沟通与疏导
显得极为重要。家长对孩子应该多一些细致入
微，少一些粗枝大叶；多一些激励鞭策，少一些
批评指责；多一些勉励鼓舞，少一些讽刺挖苦。

重在激励。家长教育孩子应该顺性而为、
循性而行，静待花开。还应注重孩子内心的需
求和个性的发展，并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
同时，要注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
力，让孩子成为自己成长的主人。对学习基础
较好的孩子，还应当激励其大胆探索、勇于发
现、敢于创新，并给予足够的呵护和包容，支
持其逐步绽放自己的光彩。对学习有一定困
难的孩子，应该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力求以
深厚的爱、纯真的情，消除其疑虑、困扰、迷
惑。当孩子学习进步艰难、信心不足时，应该
鼓励孩子深挖潜力，奋起直追；当孩子学习懒
散、动力不足时，应提醒孩子落后就会被动、
被动就会失去尊严和机会；当孩子学习落后、
与同学差距拉大时，应激励孩子发挥自身优
势、扬鞭奋进。家长要激励孩子对自己满怀信
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学习饱含激情，并以
良好的姿态迎接新的机会和挑战，创造新的
成绩与未来。

晓之以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小时候，父亲时

常在饭桌上吟诵这首诗。由于受这首诗的影响
太深，我便养成了饭碗里不剩下一点儿饭菜的
习惯。经典、名言里面的道理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很大的，有时候是刻骨铭心、影响一辈子的。
家长教育孩子，要注重语言技巧，力求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恰到好处。当孩子出现失误或者
犯错时，要心平气和地对其进行教育、引导、提
醒或警示，应在充分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和行
为走向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做好教育与疏
导。对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已达到一定水准的
孩子，谈话还应该注意措辞恰当，力求在一问
一答中，增进感情，触动思想，增长认知。教育、
训导孩子，要旨在“说理”“明道”。实践证明，恰
到好处地引用俗语、谚语、成语或经典、名言等
去影响、浸润、教化孩子，有时比平铺直叙的说
教效果要好些。家长也很有必要加强自我学
习，不断提升语言能力和教育水平，尽量避免
与孩子交谈时出现常识性问题和知识性差错，
力求取得孩子的信任、敬重和喜爱，这样可以
极大地提升教育、训导孩子的影响力和实
效性。

“妈妈，我的彩笔放哪了？”“妈妈，我的拖
鞋呢？”每天下班回到家，总会听到这些让我
头痛的声音。

儿子今年7岁，总是丢三落四，乱放东西，
不但把家里弄得乱糟糟，而且还时常找不到玩
具、鞋子等物品。更让人生气的是，他每次都
不自己找，而是让我帮忙。我总是一边找，一
边抱怨：“妈妈既要上班，又得做饭、洗衣服，
已经很累了，你以后要学着‘物归原处’，这样
就不会找不到东西了。”他总是口头上答应得
很好，但实际行动中没有一点长进。我气得要
命，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幸运的是，在一次交流会上，有家长提到
不能替孩子担责任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
并意识到，每次帮儿子整理玩具、找东西，都
是“越界”的表现。这样做，不但不能帮助他改
掉坏习惯，还教会他逃避责任。

因此，我决定把责任还给儿子，学着做个
“懒妈妈”，不再越界管本该由他做的事，同
时，抓住机会，因势利导。

“扑通”一声，儿子摔了个大跟斗，罪魁祸
首就是他自己乱丢的鞋子。我走过去，把他扶
起来说：“你看，乱扔鞋子把自己绊倒了吧，如
果你把鞋子放到门口的鞋柜里，就不会出现这
种情况了。”儿子知道错了，红着脸说：“以后，
我会把鞋子放好的。”

“妈妈，我的作业本呢？”一天早晨，儿子急
着上学，却怎么也找不到作业。其实，昨天晚上
整理房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作业本掉到沙
发底下了。为了让儿子给自己的错误买单，我
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结果，那天儿子上学迟到

了。放学后，他一脸不悦地说：“今天真倒霉，因
为迟到，被老师罚打扫教室的卫生。”我走上前
边安慰边教育：“为什么倒霉呀？”“因为乱丢作
业本。”“那下次做完作业，该怎么做呢？”“提前
把作业本放在书包里。”

“妈妈，我的衣服怎么这么多褶子？”儿子
指着沙发上的外套说。“可能是昨天晚上家里
来的客人不小心压着了。”“谁这么粗心呀！”
儿子愤愤地说。“可是，沙发不是该放衣服的
地方呀。如果你把衣服挂到衣架上，客人再怎
么粗心，也不会压到它啊！”听我这么一说，儿

子不好意思地答道：“妈妈，我知道错了，以后
什么东西我都会‘物归原处’。”

就这样，在我不断的“修理”下，儿子逐渐
改掉了乱丢东西的毛病，还学会了整理自己的
物品。

每个父母都爱孩子，也常常因为爱而替他
们承担责任，殊不知，这样做不仅剥夺了孩子
从中吸取教训的权力，而且还教会了他们逃避
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孩子最好的教
育，就是做个聪明的“懒妈妈”，让孩子学会自
己承担责任。

给孩子
温柔的教养

◎ 王玲玲

上周末，我正在整理房间，突然听见客厅
里“啪”的一声巨响，我赶紧放下手中的东西跑
了出去。

“哥哥，你干什么，我好不容易搭好的又被
你弄坏了！”只见小儿子噘着嘴大声吼哥哥。大
儿子也不甘示弱：“我摔我的乐高，要你管，
哼！”眼看着一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连忙
一个箭步冲过去挡在他俩中间，气呼呼地大叫
一声：“不许干架！各玩各的玩具也能打起来，
真是反了你俩了！”原本想把他们两个好好教
训一番，可回头看到小儿子眼中的恐惧，我突
然想起前几天看过的育儿书。书中说，愤怒对
孩子来说是没有用的，你的怒火正在伤害着孩
子。于是，我努力平复下心情，在他们面前慢慢
蹲下来。

“来，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乐高赛车太难了，我不会，总搭不

上，所以我就生气了，摔了。”大儿子一边抹眼
泪一边说。“他摔到我的赛车上了，妈妈你看，
我的也被哥哥弄坏了！”小儿子气得也开始掉
眼泪。“哦，妈妈明白了。就算你俩打一架，赛车
也不会自己搭好对不对？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
题呢？”大儿子歪头想了一会儿说：“妈妈，你可
以帮我看下图纸，帮我检查下是哪里搭错了
吗？”“妈妈，其实我也可以帮助哥哥的。”“好主
意！你们两个人先一起搭，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还不能，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兄弟俩的情
绪很快平复下来，重新捡拾起乐高继续拼搭。

接下来的画面出乎意料的温馨美好，偶尔
几次小儿子没找到零件，大儿子竟然学着我的
样子开导他：“弟弟，我帮你一起找吧，再找不
到的话，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大儿子看不懂图
纸了，小儿子就凑过头来耐心指导：“我来看
看，哦，是这个形状的，你拿错了！”……整整一
个下午，兄弟俩都在相互合作，埋头苦干。

看到他们如此和谐，我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真没想到，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就
这样被我三言两语平息了，这要换作以前，是
不敢想象的事。当他们最终把搭好的赛车呈现
在我面前的时候，看着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
得成功后得意的表情，我的内心也油然而生一
股骄傲，原来教育孩子的重点是需要找到正确
的方法啊。

以前总以为，养孩子是一场体力活，需要
和他们“明争暗斗”。如今才明白，一次温柔的
教育胜过一千次大呼小叫。作为父母，更需要
手中握好“温柔”这把钥匙，带领孩子去迎接一
次又一次挑战。

儿子第一次
出墙报

◎ 王大庆

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担任班上的学习委
员。一次，儿子放学回来，展开卷起的一张4开
的铅画纸，央求我说：“爸爸，老师要我出这期
墙报，我没有出过，你帮我出好吗？”我不置可
否，问儿子其他同学出墙报是不是也由家长包
办，儿子闪着一双大眼睛告诉我，他们班上同
学的墙报几乎都是家长出的，不然，那墙报上
的刊头画和毛笔字怎么会那么好看。

我愣了一会儿，心里很矛盾，不帮儿子出
墙报吧，儿子挺委屈的，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尽
力帮自己的孩子撑面子，我却漠不关心；帮儿
子出墙报吧，心里总有些不自在，这算个啥呢？
老师为了锻炼孩子，叫孩子自己出墙报，而我
们做家长的却越俎代庖，名义上是帮孩子长了
面子，而实际上却滋长了孩子的依赖思想，弱
化了孩子的能力，真是得不偿失啊。

想想还是让儿子独立出墙报为宜，于是，
我把由家长代出墙报的不利之处细细地讲给
儿子听，并启发他说：“一个男子汉如果连出墙
报这点小事都办不了，那还叫什么男子汉，去
翻翻实用美术书，再想想同学们出过的墙报和
老师是怎么布置的。”

儿子脸一红，然后眼珠一转，拿了一张
16K的白纸，闷坐在书桌前先出“小样”。过了
一会儿，儿子就把出好的“小样”递给我看，问
我行不行。刊头是老师拟定的“青青草”，儿子
特意配画了一盆万年青，内容是名人名言，班
上新鲜事和个人日记选。我看后没有急于表
态，而是问儿子自己满意不满意。儿子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刊头画有些呆板，是模仿美术书
上的，另外字体也不好看。”我对他说：“字体不
是一天练成的，你工整地写好，以后注意练字
就行，刊头画不要一味模仿，要画出新意。”儿
子点点头，又重新构思刊头画，终于在第三稿
画出了他认为满意的刊头画。

经过一番“折腾”，儿子的墙报终于完成
了。尽管画面、编排和字体还比较稚嫩，但毕竟
是儿子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
让儿子独立出墙报增强了儿子的自信心，使儿
子从小就懂得了：做任何事首先要靠自己，而
不是求助于别人。

光阴似水，儿子从刚出生软萌可爱的奶娃
娃，一转眼就进入到了“可怕的三岁”。作为一
个母亲，和孩子斗智斗勇已经成为我的生活
日常。

“喊你吃饭好几遍了，怎么一动不动，连个
回答都没有？”“玩完玩具赶快收拾好，连下脚
地方都没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早就会
穿衣服了，怎么还等着我呢？”原本以为孩子越
大越省心，而如今从早到晚，家里简直没有一
刻安静的时候。

正当我为如何调教儿子焦头烂额时，突然
发现他迷上了一部特种兵题材的电视剧。从那
之后，每晚的电视时间他都点名要看特种兵，
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抛在了脑后。而且每次看
完，他都要拉上我陪他“军事演习”。手里举着
一把玩具枪，从客厅一路风风火火地闯到卧
室，小嘴巴还念着台词“快，加速前进！”整个家
俨然成了演习区。

看着儿子一连几天玩得起劲，我脑中忽然
灵光一闪。我叫住忙于“指挥作战”的儿子：“宝
贝，既然你这么喜欢特种兵，那从现在开始你
就是咱家的中队长了，小猴、小牛那些都是你
的兵。”我指着一旁的玩具，仿照剧中给儿子安
排职务，接着把自己也加上，“我是大队长，以
后有情况请及时汇报。”儿子瞬间进入状态，响
亮地回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

有了新身份的儿子，开始像模像样地向特
种兵靠拢。早上，我用手机放出“起床号”，一听
到“嘀嗒”的军号声，儿子立马揉揉眼睛自己坐
了起来。更让我惊喜的是，以前衣服送到手边
都爱答不理的他，竟能主动穿好。就连幼儿园
老师也夸他最近进步很大，上课、参加活动都
学会了遵守秩序，不再是随便乱跑的调皮蛋，
简直像换了个人。

昨天晚上，经过一天的玩闹，客厅里早已
是一片狼藉，图书、积木散落一地，沙发上还摆
满了小车、小枪等“武器装备”。老公看见了，正
准备自己去收拾，结果我一个眼神递过去，并
向儿子下达了“收纳玩具大作战”命令。他听到
后立即展开行动。不到十分钟，便将所有玩具
收到了收纳箱，还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他的分类
成果。老公惊得张大了嘴巴，连连伸出大拇指
点赞，一家人笑成一片。

自从陪孩子开启了“特种兵”模式后，我从
儿子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惊喜和感动。我也
终于明白，孩子并非天生顽皮，只是我没找到
打开他成长之门的钥匙。如今，看着他从以前
娇惯任性的小霸王变成了坚强自立的小战士，
我是由衷地欣慰，也希望无限延长他的“特种
兵”之旅，好让小家伙能在未来成为一名真正
的特种兵。

家有
小小“特种兵”

◎ 黄珊

如何帮助孩子克服“积压式”学习
◎ 徐志荣

做个聪明的“懒妈妈”
◎ 周海燕

女儿的班主任老师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并
叮嘱要多关心孩子的学习。我看到生物试卷上
用红笔赫然写着的“26”分，脑子一阵发懵。满
分50分的试卷，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下班后，我赶紧将与老师沟通的信息发给
了孩子爸，并叮嘱回家后一定要耐心与孩子沟
通，不要发脾气。

女儿放学回来，我们问起她的生物学习是
否有困难，并谈到此次考试成绩。女儿说：“感
觉生物比较难学，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大纲，但
是我看了老记不住。”这时，她爸开始激动了，
说：“你有没有看课本，试卷考的知识不在课
本里？我前几天就提醒你仔细阅读课本，你有

没有读？”孩子爸越说越激动，“有困难为什么
不讲？”我赶紧拉了拉他，示意他心平气和地
沟通。女儿则嚷嚷道：“老师的提纲都是重点，
我们复习都是只看提纲就行了。”我让女儿少
说两句，首先要端正学习态度，不仅要看提
纲，还要看课本。

晚上，我拿起女儿的生物课本，翻阅她的
试卷错题，询问具体困难点。女儿边翻书边
说：“从第二章这个消化系统到后面的循环呼
吸系统我都不太懂，看完就忘，还理不清。”看
着女儿在页码上折叠又合起来的一沓，我心头
一惊，对她说：“首先，我们对你生物科目的学
习关心不够有责任，但是你这么多内容学不透

又不求助也不可取，以后可不能这么‘积压
式’学习了。另外，囫囵吞枣的学习态度万万
要不得！”女儿虚心接受了批评。

接下来，我先翻阅她的教科书，发现现在
配套的教科书内容比较精练，我读了一章节
后，也感觉懵懵懂懂。于是，又重新读一遍，拿
出红笔圈圈画画、做笔记，再将几张配图结合
在一起理解，这才有掌握了七八分的感觉。接
着，我对照女儿的错题，竟然还是不太确定正
确答案。于是，我再次深入课本，并求助于孩
子爸。

孩子爸放下手中的数学书，与我一同研究
起来。只见他读了十来分钟课本，又反复翻到
前面书页，说：“这本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多余
的，每句话都要仔仔细细看，要把知识串起来
学。”他指着循环呼吸系统章节的心房、心室，
又翻到前面的动脉、静脉知识，对我说：“要先
把心脏系统结构图理清楚，再分析体循环与肺
循环特点。”经过孩子爸的一番指点，我的理
解就充分了。

我们夫妻俩在沙发上，一个指点一个学，
一个不懂一个问，仿佛回到了曾经的少年时
光。最终，我们终于把困扰女儿的三大章节

“吃透”了。这时，女儿走过来，说她从网上找
了些配套学习视频也有帮助。她爸说，视频很
好，但还是要以课本为主，精华都在课本里。
接着，他又给孩子详细梳理了一下知识点。这
时，女儿一改之前的态度，很有耐心地听着，
眼里满是对她爸的敬佩之情。

此后，我和孩子爸决定：分工“重温”女儿
的各科课本，这样不仅有助于女儿的学习，还
能促进家庭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