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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

贵在有度

“

你真是一个乖孩子
！ ”“

你做
得真好

！ ”

这是时下流行的
“

赏识教
育

”

提倡的标准用语
，

持这种新教
育观点的专家认为

，“

赏识教育
”

可
以极大地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

有利
于孩子取得好成绩

，

于是一些家长
表扬孩子不离口

。

可是
，

邻居小王
却心中生疑

，

无论他怎样
“

赏识
”，

他上小学的儿子学习仍不努力
，

而
且并不理父亲这一套

：“

你们大人
真虚伪

，

一点小事就这么表扬
，

这
不是作秀吗

？ ”

“

赏识教育
”

对于改善家长与
孩子的关系

，

调动孩子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当然有其积极的作用

，

但把
它作为教育的万能药就失之偏颇

。

相反
，

用滥了的
“

赏识教育
”

不但不
再对孩子产生激励

，

相反只会出现
以下两种后果

：

一是孩子自负
、

傲
慢

，

唯我独尊
；

二是经不起批评
，

更
没有一点抗挫折的能力

。

“

赏识教育
”

和前一时期的
“

抗
挫折教育

”，

作为教育的新观点
，

可
以试验

、

探索
，

但绝不能走极端
。

笔
者认为

，

赏罚分明
，

该表扬的表扬
，

该批评的批评
，

帮助孩子建立正确
的是非观

，

更能达到教育效果
。

以
摘桃子为例

，

跳起来摘桃子说明努
力了

，

应该表扬
；

而不做跳的努力
，

伸手就能摘到桃子
，

仍然得到
“

你
做得真好

！ ”

的赏识
，

这只能是对懒
惰孩子的奖励

。

即使对
３

岁的儿
童

，

做错了事该批评也要批评
，

使
他明辨是非

，

才能健康成长
，

这时
是千万来不得

“

赏识
”

的
。

教育是一门科学
，

有自身的规
律

，

运用
“

赏识教育
”

一定要有度
，

在加强对孩子教育的同时
，

赏罚分
明可能更有作用

。 （

吴 鹏

）

四类心理问题孩子成为的“成长烦恼”

１０

月
１０

日是第
１７

个世
界精神卫生日

。

精神卫生中
心提供的数字表明

，

天津市
近

１６０

万青少年儿童中
，

各
种心理问题及精神障碍包括
心理障碍的检出率为

１３％～

１６％

，

也就是说该市约有近
２５

万大中小学生存在各种心
理问题需要关注

，

其问题影
响到的家庭已超过

６０

万个
。

据精神卫生中心统计
，

到目前为止
，

到精神卫生中
心就诊的

２０

岁以下的青少
年人数已经由

１９９５

年的每
月

２００

多人
，

达到了每月
１０００

多人
，

这也表明了现在
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
忽视

。

不过即使现在前来就
诊的人数已经大大增加

，

但
相比需要关注的近

２５

万大

中小学生来讲
，

还是微乎其
微的

。

究其原因主要是全社
会对心理问题和障碍的知晓
率还很低

，

仅就抑郁症一种
心理障碍来讲

，

目前知晓率
还不到

１％

。

四类问题

当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问题有以下几类

：

一是行为
问题

，

这是最轻的一类
———

心理偏常
，

多发生在年龄较
小的儿童身上

。

二是人格缺陷
，

是指一
些青少年在人格发育和形成
的过程中

，

出现了人格特征
和结构的偏差

，

比如自卑
、

冲
动

、

敏感多疑
、

交往障碍
、

偏
执等

。

三是心理障碍
，

主要是
学校适应障碍

、

考试综合征
、

神经衰弱等
。

四是精神心理疾病
，

如
儿童多动症

、

抑郁症
、

精神分
裂症等

，

是儿童与青少年多
发的精神心理疾病

。

上述四
类心理问题的处理

，

需要家
长

、

教师
、

心理医生携手进
行

。

专家建议

精神卫生中心青少儿心
理门诊专家表示

，

现在的孩
子有着比上一代人更深的心
灵苦闷

，

他们的生长环境比
以往更复杂了

，

社会和家长
的期望

、

学习的压力使他们
透不过气来

，

他们是独生子
女

，

在家中没有伙伴
，

优越的
环境和寂寞

、

孤独经常陪伴
着他们

。

青少年儿童有没有
快乐的心情

，

是关系到他们

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志
。

因此
，

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心
理需要

，

科学合理地满足他
们的心理需求

，

想办法让孩
子们能以一种健康向上而又

充满活力的心态
，

感受学习生
活的乐趣

，

获得学习的成功
，

是每一个关心未来
、

热爱孩子
的人要积极努力

，

付诸实践的
事情

。 （

徐 杨

）

智能家居展现

高科技魅力

“

金九银十
”，“

十一
”

黄金周后
对于家居建材市场来说

，

是一年中
最繁忙的季节

。

无数有装修需求的
人早已在四处打探

、

反复比较
、

收
集大量资料

，

为自己的新家动工准
备着

。

家居建材产品也如时装
，

每
年都有自己的

“

流行格调
”，

挑动着
消费者追求完美家居艺术的神经

。

特别是伴随着红到发紫的房地产
市场近期开始逐步退烧

，

消费者对
家居建材产品的需求不断升级

，

今
年的家居建材市场也在悄然发生
着新的改变

。

智能化家居产品正在
步入普通人的生活

。

据悉
，

智能家居可涉及照明控
制系统

、

家居安防系统
、

电器控制
系统

、

互联网远程监控
、

电话远程
控制

、

网络视频监控
、

室内无线遥
控等多个方面

，

有了这些高科技的
帮忙

，

我们不得不相信
“

科技使生
活更美

”。

笔者了解到
，

今年
“

十一
”

黄金
周

，

各类智能家居建材产品成为各
厂家力推的重点

。

在卫浴用品方
面

，

安装红外感应装置的龙头能自
动放水

、

出皂液
；

声控的沐浴喷头
可以根据口头指令调节水温或喷
水量

；

坐便器拥有温水冲洗
、

暖风
烘干

、

坐圈加热
、

自动防污除臭等
诸多功能

。 （

快 报

）

请允许孩子“虚度光阴”

在现代社会
，

孩子们的
日常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已经是大人们习以为常的
事

，

甚至如果一天不安排自
己孩子的活动

，

父母们就会
感到不自在

，

如果自己的孩
子整天无所事事

“

虚度光
阴

”，

父母们简直会受不了
。

但孩子们真的需要那么
多活动吗

？

孩子
“

虚度光阴
”

是一种罪恶吗
？

英国心理专家指出
，

对
孩子们来说

，“

虚度光阴
”

也
是一种休息和能量储备

，

反
而是大人对孩子的过多安排
会扼杀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
力

。

专家呼吁
，

应该允许孩子
在一定程度上

“

虚度光阴
”。

请允许孩子无所事事

帕特里克
·

奥唐纳是英国
社会心理学教授

，

过去
１５

年
来

，

他一直研究
“

建构式游戏
”

行为
，

即父母或大人对孩子的
游戏和生活的指导行为及其
影响

。 “

孩子天生具有游戏和
探索的天性

，

在
３

岁之前
，

这
种行为一般在父母的指导下
进行

，

以便帮助孩子发掘兴
趣

，

帮助他们学会语言
。”

奥唐
纳说

。

３

岁以后
，

孩子就会开始
对社会活动感兴趣

。

在正常
的情况下

，

如果孩子们发现他
们感兴趣的事情

，

或希望融入
孩子间的社交活动

，

他们就不
会感到无聊

，

除非他们发现没
有玩伴或活动的限制太多

。

而
５

岁
～６

岁更是孩子们

自主社交的关键时期
。

在这
个年龄阶段

，

孩子们不喜欢
过多和父母或兄弟姐妹们待
在一起

，

而更喜欢和其他同
龄的孩子玩耍

。

无聊有助储存能量

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拉里
指出

，

一定时间的
“

逃离
”

和
创造力对孩子们的成长至关
重要

，

父母应该允许孩子有
无聊的时候

。 “

无聊也是有好
处的

，

我们储存了能量
。

无聊
和

‘

虚度光阴
’

能让孩子充分
休息

。 ”

拉里说
。

拉里称
，

父母不要每时
每刻照看自己的孩子

，

而要
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

给孩
子们自娱自乐的自由

。

奥唐纳对现代英国青少

年的研究发现
，

过去几十年来
父母过多安排孩子活动的教
育模式

，

已经令英国青少年养
成了需要别人领导和不会自
己作决定的性格

。

奥唐纳发现
，

１５

岁以下
的青少年普遍没有自信

，

无论
参加什么活动

，

他们都希望有
一个

“

带头人
”，

直到
１７

岁或
以上

，

一些年轻人才拥有自主
作决定的能力

。

给父母七条建议

１．

多带孩子去公园
，

特别
是乡村公园

，

让孩子接触树
木

、

溪流和大自然
。

２．

带孩子去有天然游泳
池的海滩

。

３．

在自家的后花园进行
烧烤活动

，

孩子们爱做什么就

让他们做什么
。

４．

让孩子自己照顾自己
的生活

，

让他们在客厅和厨房
里帮忙

，

比如打扫卫生之类
。

５．

在假期里
，

允许孩子整
天穿着睡衣

，

允许他们饿了才
吃东西而不一定定时进食

，

允
许他们晚上到屋外去看星星
等

。

如果你实在不能忍受自
己的小孩整天无所事事

，

那
么

，

请至少在假期的一半时间
里让他们拥有悠闲的生活

。

６．

尝试带孩子去一些
“

冒
险乐园

”

游玩
，

选择适合他们
年龄的活动

，

让他们尽兴而
归

。

７．

无论在哪里
，

请不要总
是试图安排自己的孩子

。

（

雨 辑

）

家居装修色彩十大讲究

蓝色
，

是一种令人产生
遐想的色彩

。

黑白配的房间
很有现代感

，

是一些时尚人
士的首选

。

粉红色大量使用
容易使人心情烦躁

……

家居
装修中

，

什么样的颜色是你
的最爱

？

1.

不要用蓝色装饰餐厅

蓝色
，

是一种令人产生
遐想的色彩

。

传统的蓝色常
常成为现代装饰设计中热带
风情的体现

。

蓝色还具有调
节神经

、

镇静安神的作用
。

蓝
色清新淡雅

，

与各种水果相
配也很养眼

，

但不宜用在餐
厅或是厨房

，

蓝色的餐桌或
餐桌上的食物

，

总是不如暖
色环境看着有食欲

；

同时不
要在餐厅内装蓝色的情调
灯

，

科学实验证明
，

蓝色灯光
会让食物看起来不诱人

。

但
作为卫浴间的装饰却能强化

神秘感与隐私感
。

2.

黑白等比

黑白配的房间很有现代
感

，

是一些时尚人士的首选
。

但如果在房间内把黑白等比
使用就显得太过花哨了

，

长时
间在这种环境里

，

会使人眼花
缭乱

，

无所适从
。

最好以白色
为主

，

局部以其他色彩为点
缀

，

空间变得明亮舒畅
，

同时
兼具品位与趣味

。

3.

紫色会给空间压抑感

紫色
，

给人的感觉似乎是
沉静的

、

脆弱的
，

总给人无限
浪漫的联想

，

追求时尚的人最
推崇紫色

。

但大面积的紫色
会使空间整体色调变深

，

从而
产生压抑感

。

建议不要放在
需要欢快气氛的居室内或孩
子的房间中

，

那样会使得身在

其中的人有一种无奈的感觉
。

如果真的很喜欢
，

可以在居室
的局部作为装饰亮点

，

比如卧
房的一角等小地方

。

4.

粉红色会带给人烦躁

的情绪

粉红色
，

大量使用容易使
人心情烦躁

。

有的新婚夫妇
为了调节新居气氛

，

喜欢用粉
红色制造浪漫

。

但是
，

浓重的
粉红色会让人精神一直处于
亢奋状态

，

过一段时间后
，

居
住其中的人会产生莫名其妙
的心火

，

容易拌嘴
，

引起烦躁
情绪

。

建议粉红色作为居室
内装饰物的点缀出现

，

或将颜
色的浓度稀释

，

淡淡的粉红色
墙壁或壁纸能让房间转为温
馨

。

5.

红色不能长时间作为

空间主色调

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吉祥
色

，

从古至今
，

新婚的婚房就
都是满眼红彤彤的

。

红色还
具有热情

、

奔放的含义
，

充满
燃烧的力量

。

但居室内红色
过多会让眼睛负担过重

，

产生
头晕目眩的感觉

，

即使是新
婚

，

也不能长时间让房间处于
红色的主调下

。

建议选择红色在软装饰
上使用

，

比如窗帘
、

床上用品
、

靠垫等
，

而用淡淡的米色或清
新的白色搭配

，

可以使人神清
气爽

，

更能突出红色的喜庆气

氛
。

6.

不要用单一的金色装

饰房间

金色熠熠生辉
，

显现了大
胆和张扬的个性

，

在简洁的白
色映衬下

，

视觉会很干净
。

但
金色是最容易反射光线的颜
色之一

，

金光闪闪的环境对人
伤害最大

，

容易使人神经高度
紧张

，

不易放松
。

建议避免大面积使用单
一的金色装饰房间

，

可以作为
壁纸

、

软帘上的装饰色
；

在卫
生间的墙面上

，

可以使用金色
的马赛克搭配清冷的白色或
不锈钢

。

为了让居室的环境
更有亲和力

，

不妨在角落里摆
放些绿色的小盆栽

，

使房间里
充满情趣

。

7.

橙色会影响睡眠质量

橘红色和橙色是生气勃
勃

、

充满活力的颜色
，

是收获
的季节里特有的色彩

。

把它
用在卧室则不容易使人安静
下来

，

不利于睡眠
。

但将橙色
用在客厅则会营造欢快的气
氛

。

同时
，

橙色有诱发食欲的
作用

，

所以也是装点餐厅的理
想色彩

。

将橙色和巧克力色
或米黄色搭配在一起也很舒
畅

，

巧妙的色彩组合是追求时
尚的年轻人的大胆尝试

。

8.

不要在书房用黄色

黄色
，

可爱而成熟
，

文雅
而自然

，

使得这个色系正在趋
向流行

。

水果黄带着温柔的特
性

；

牛油黄散发着原动力
；

金
黄色带来温暖

。

黄色还对健康
者具有稳定情绪

、

增进食欲的
作用

。

但是长时间接触高纯度
黄色

，

会让人有一种慵懒的感
觉

，

所以建议在客厅与餐厅适
量点缀一些就好

，

黄色最不适
宜用在书房

，

它会减慢思考的
速度

。

9.

黑色不要大面积运用

黑色
，

是相当沉寂的色
彩

，

所以一般没有人会用黑色
装饰卧室墙面

。

很多人将其用
在卫生间

，

但也要讲究搭配比
例

。

建议在大面积的黑色当中
点缀适当的金色

，

会显得既沉
稳又有奢华之感

；

而与白色搭
配更是永恒的经典

；

与红色搭
配时

，

气氛浓烈火热
，

一般应
该在饰品上使用纯度较高的
红色点缀

，

神秘而高贵
。

10.

咖啡色不是餐厅和儿

童房的理想色彩

咖啡色属于中性暖色色
调

，

它优雅
、

朴素
，

庄重而不失
雅致

。

它摈弃了黄金色调的俗
气与象牙白的单调和平庸

。

咖
啡色本身是一种比较含蓄的
颜色

，

但它会使餐厅沉闷而忧
郁

，

影响进餐质量
；

也不宜用
在儿童房间内

，

暗沉的颜色会
使孩子性格忧郁

；

还要切记
，

咖啡色不适宜搭配黑色
。

为了
避免沉闷

，

可以用白色或米色
作为填补色

，

使咖啡色发挥出
属于它的光彩

。

（

马玉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