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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孩子总是没有时

间感
"

做什么事情都磨磨蹭蹭

的
# $

经常有父母发出这样的

抱怨
#

时间感是指孩子对时间

的感知能力
"

那么
"

生活中父

母到底该如何培养孩子的时

间感
%

第一招
&

父母做表率
#

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这句话经

常被大家挂在嘴边
"

其实这个

道理同样适用于父母对孩子

时间感的培养
#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
"

生活中父母要给

孩子做出表率
"

那就是要让自

己有节奏地生活
"

把时间把握

在手中
#

如每天按时上下班
"

在规定的时间里做完应该做

的事情
"

父母的言行会直接影

响到孩子
#

第二招
&

事先做规划
#

时

间感的培养不仅是对时间的

认识
"

更重要的是对时间的把

握和支配的能力
#

有的父母觉

得时间感的培养不需要很早

进行
"

当孩子长大懂事了就会

懂得
"

其实不然
#

时间感的培

养与父母的引导息息相关
"

有

目的地训练孩子的时间支配

能力
"

培养孩子有条理的思维

习惯非常重要
#

父母可以逐步让孩子把

一天里要做的事情在前一天

就一一列出来
"

第二天家长可

以监督孩子逐条去完成
#

在孩

子按时完成任务后
"

家长可以

给予适当的鼓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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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表的一份研究报

告建议
"

家长不应把电脑放在

孩子卧室中
"

以避免孩子在没

有家长监管的情况下接触网

络上的
!

少儿不宜
$

内容
#

英国
)

每日电讯报
*

!

月
"!

日报道
"

英国首相戈

登
+

布朗去年对含有暴力情节

的网络内容会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青少年这一问题表达了

忧虑
#

电视心理学家
,

家教

专家塔妮娅
+

拜伦领导的研究

小组随后展开调查
"

探究网

络短片和网络游戏对青少年

产生的影响
#

研究人员走访了青少年
,

心理学家
,

家长和网络专家
"

最后得出结论说
"

如果可能
"

家长应尽量监督孩子上网
#

也

就是说
"

电脑应摆放在家中的

公共区域
"

而不是孩子卧室或

独立书房中
#

报告还对家长提出要求

说
"

家长应多了解网络和电子

游戏知识
"

填平与子女间的

!

技术鸿沟
$#

报告说
"

家长有

责任及时了解最新电脑技术
"

还需掌握屏蔽网上不良信息

的本领
#

拜伦说
"

家长应意识到
"

监督孩子浏览网页
,

玩网络游

戏是现代家教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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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

当其中一方取

得成绩时
"

是适时夸赞还是表

现事不关己的漠然
"

将直接决

定夫妻关系的走向
#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埃

特
+

阿伦表示
&!

当有美好的事

情降临到爱人头上时
"

正是增

进夫妻关系的一个绝佳时机
#

即便你们之间有些危机
"

也要

抓住这个机会称赞对方
"

并与

其分享喜悦
#

当然
"

除非你
-

破

罐子破摔
."

压根没想弥补你们

的裂痕
# $

研究人员发现
"

有的男人

会在其妻子郁闷或遭受重大打

击时选择退出
"

而当女人成功

时
"

又回来兴高采烈地分享她

的兴奋
#

别以为这样的男人就

是势利
"

实际上
"

这种做法反而

会让女人感到满意
#

同样
"

当一

个男人失意的时候
"

女人也不

用一味地帮他抚平创伤
"

要知

道
"

这样做有时倒会伤害他的

自尊心
#

当然
"

如果当他陷入困境

时
"

明确表示需要你的支持
"

那

就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吧
#

但

是要知道
"

女人在诉苦时需要

的不是那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

而是认真聆听
"

并且感其所感
"

重复
!

好可怜
$,!

真惨啊
$

之类

的词语
#

同时
"

研究人员还提醒
"

当

夫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

就

算吵得再凶
"

也不要用一些带

有挖苦性的语言
"

否则你们日

后的关系肯定会很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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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准备好看她早上

起来的样子吗
%

你能彻底改掉

她讨厌的生活习惯吗
%

还有你

的家人
"

她的家人
"

你的朋友
"

她的朋友
"

等等
#

婚姻不仅把

她送进了你的世界
"

一起过来

的还有她的整个世界
#

找个已

婚朋友聊一聊
"

听听他们的切

身体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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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结婚后就有人

为你打理一切
#

即使对方愿

意
"

你也未必真的放心把自己

的一切就这样交给别人打理
#

如果哪一天她不在家
"

你甚至

找不到你钟爱的领带
#

别让自

己显得那么无辜
#

在婚姻生活

让你变得过度依赖别人的照

顾前
"

学会照料自己吧
#

学做一两道自己爱吃的

菜
/

懂得怎么整理屋子
/

明白

怎么摆放衣服才是最好的
#

做

一个会生活的男人
"

这样你的

新娘才不会觉得你什么也不

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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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曾经暗恋过的女生

吗
%

她的样子是不是一直留在

你的心里
#

本来要对她说却没

有说出的话
"

这么些年里
"

就

这样一直埋在你的心里
#

因为

没有得到
"

所以始终是最美

的
#

可是
"

别把那样的感觉带

进婚姻
"

也别把年少的遗憾留

给剩下的人生
#

去向她表白
"

告诉她你曾经爱过她
"

然后在

她惊愕的目光里转身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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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戒沐浴不是目的
"

只是

为了帮助静思倒是少不了这

样的程序
#

好好想想今后几年

的人生规划吧
#

婚姻和事业并

非完全平行的轨道
#

实际上
"

它们彼此作用
,

影响
#

婚姻会

让你开始谋求一些不同的东

西
"

也可能同时会束缚你
#

你

必须对你的计划做出修正
#

找

一个清净的地方
"

一个人好好

考虑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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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

意味着交融
"

意味

着分享
#

从此以后
"

在你脑海

里出现最多的人称代词恐怕

就是
!

我们
$"

而不是
!

我
$#

所

以在这之前
"

你得好好把自己

的口袋理理清楚
#

贷款有没有

还清
%

借给朋友的钱到了期限

要不要拿回来
%

风险投资的那

部分资金又怎么处理
%

如果你

觉得自己不行
"

可以找个财务

顾问来商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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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从孩子时候
"

就会有一些

疯狂的念头在你脑海里生长
#

只是随着岁月蹉跎
"

这种念头

变得越来越不实际
#

别把它当

做一个荒唐念头弃之脑后
"

在

结婚之前
"

疯狂一下吧
#

登堂

入室在保利剧院演出是不可

能的
"

那至少去专业老师那里

学习几天
"

在亲朋好友面前

)*+,

一番是绝对不会有问

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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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父母是如何营造建

设一个家的
#

相互提携相互

容忍相互关心
"

你生活几十

年的家其实是最好的婚姻范

本
"

它会教会你很多很多
#

另一方面
"

结婚后要独

立出去
"

工作
,

朋友
"

还有

夫人
"

各种各样的应酬都会

让你应接不暇
"

陪父母的时

间就更加少了
"

抓紧时间好

好关心一下自己的父母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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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是比单身生活

更能滋生出各种不良生活习

惯的了
#

但不管你是否结婚
"

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你为

此付出代价
#

结婚前去做一次

全面的身体检查
"

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

再学一些基础的医

学常识
"

如果能趁此搞明白所

有关于男士护肤品
,

美发用品

的知识就更好了
#

别指望她真

的能替你搞定所有的此类事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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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同时和几个异性

有纠葛的话
"

那么婚姻的事情

就先等一等吧
#

重新认识一下

自己的感情
"

先不要冒险去组

织一个家庭
# !

我想和她分手
"

但是她不愿意
# $

不要说这样

的话
"

毕竟
"

感情从来就是你

情我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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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生中要扮演许多

角色
"

子女
,

朋友
,

爱人等
#

心

理学家早就发现
"

扮演何种角

色
,

与什么人打交道
"

会直接

影响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

而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教

授巴里
+

施伦克尔和同事经过

研究发现
"

仅仅是回想不同的

人
"

不仅能左右我们对自己的

认识
"

甚至还可以影响我们的

性格
#

发表在今年
)

人际关系
*

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以几十名

女大学生为对象
"

研究者没

有告诉实验对象研究的真正

目的
"

而是称他准备调查想

象对心率的影响
#

他让受试

者先在心中回忆一些平常的

经历
"

然后让她们仔细地回

忆与父母亲或朋友在一起的

一些场景
"

最后施伦克尔教

授对她们进行了一系列性格

和自信心测试
#

实验结果表

明
"

与那些回忆朋友的相比
"

回忆父母的人普遍认为自己

在追求身体享乐
,

冒险精神
,

支配欲
,

外向以及勤奋程度

上都逊色一些
#

另一方面
"

回忆父母的人心情更平静
,

脾气更温和
#

对实验结果
"

研究人员解

释道
"

与父母在一起时
"

人们

会不由自主地扮演
!

孩子
$

的

角色
"

因而即使只是想起与父

母相处的情景
"

也可以让人变

得更加循规蹈矩
,

温顺但缺乏

野心和斗志
#

因此
"

研究者认为
"

人们

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回忆来

驾驭自己的精神世界
,

平衡自

己的性格
#

比如过于狂放不羁

的人可以多想想父母
"

而性格

内向保守的人则可以多想想

身边意气风发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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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正处在成长阶段
"

生理和心理发育都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

现实生活中
"

总有

为数不少的青少年在学习上

不完全尽力
"

生活上要求过

高
"

行动上散漫
"

对老师和家

长的教育有些情绪
"

那么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想到过

含辛茹苦的父母呢
%

经过调查
"

许多同学没有

考虑父母的感受
"

当然也没有

回报父母的意识
#

看来
"

感恩

教育对他们这些人是缺失的
#

他们中的大部分不是不尊敬

父母
"

只是没有这种意识
"

从

而不能获得一种责任感
"

不能

形成一种内驱力使自己
!

向

善
$"

主动理解学校的管理与

要求并内化为自己的要求
#

作

为学校和教育工作者
"

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让学生多想想父

母
"

养成感恩父母的意识
"

从

而进一步感恩老师
"

感恩社

会
"

只有让学生学会感恩
"

才

能消减教育的阻力
#

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居

多
"

父母过于溺爱
"

认为孩子

小
"

凡事替孩子包办
"

好吃的

留着
"

铅笔替孩子削好
"

书包

替孩子背着
"

家务不让孩子

碰
"

有的学生饭还要大人喂

着
"

都是无条件地给予
"

没有

培养小孩的回报意识
"

从而养

成了他们对现有的条件不珍

惜
"

只顾一味地索取
"

这样的

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已习以为

常
"

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

的
"

怎能学会感恩
%

现在谈到父母的爱
"

都认

为是无私的
"

不图回报的
"

都

持一种讴歌的态度
"

事实上错

了
"

我们是不是有意或无意淡

化了回报意味
%

甚至有些家长

说
"

我们两个有劳保
"

将来不

要小孩负担
"

不要孩子回报什

么
"

虽然说的可能是事实
"

但

却淡化了子女的回报意识教

育
"

没有使其养成感恩意识
"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任的
#

所以有许多学

生对家长的辛劳没有感受
"

对

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育置若罔

闻
"

因此有时我们的许多教育

显得无奈而力不从心
#

应该认识到
"

感恩教育针

对目前学生的状况非常适合
"

我们必须以学生的
!

内省
$

为

突破口
"

将感恩思想中内省的

自我发展要求
"

在学生内心中

激发出来
"

变
!

要我学好
$

到

!

我要我学好
$"

找回学生内心

人性的东西
"

真正促进学生主

体性的发展
#

开展感恩教育
"

目的是让

学生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
"

设

身处地去想别人之所想
"

哀别

人之所哀
"

急他人之所急
"

乐

他人之所乐
"

积极学会体验他

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心的情感
"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培养的

学生能感人所感
"

知他人之

情
"

能体谅他人
"

原谅他人
"

同

情他人
"

帮助他人
"

爱护他人
"

从而形成学生的道德感
#

这

样
"

教育就不会停留在靠纪律

制度来强迫维持
"

而是从学生

的心里流淌出来
"

使学生的行

为规范上升到心灵的自觉要

求和对生活的热爱
#

因此
"

我

们在培养学生自信
,

自立
,

自

主
,

百折不挠品格的同时
"

对

他们开展感恩社会
,

感恩父

母
,

感恩老师的感恩教育
"

对

树立正确的人格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

中国的感恩教育源远流

长
"

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

自

古以来就有
!

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
$,!

谁言寸草心
"

报得三

春晖
$

的古训
#

学会感恩
,

知恩

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

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
#

接

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不仅应该

孝敬父母
"

尊敬师长
"

而且对

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

都应

该发自内心地感恩戴德
#

感

恩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有

的基本道德准则
"

是一切良

好非智力因素的精神底色
"

感恩是做人的起码的支点
#

所以从感恩教育入手
"

使学

生感悟到
&

父母养育了我们
"

我们应该感谢父母
/

老师教

给了我们知识
"

提高了我们

的能力
"

我们应该感谢老师
/

他人关心帮助了我们
"

我们

应该感谢他人
#

从而让他们

树立起责任意识
"

以积极的

心态完成学习任务
#

感恩教育应是学生思想

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

只有和

其他思想教育内容结合起来
"

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
#

对青少

年学生补上感恩教育这一课

势在必行
#

要让学生明白
!

只

有感恩
"

才能明白幸福的含

义
"

只有感恩
"

才能笑对人生

的风雨
"

也只有感恩
"

才能承

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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