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时请少说“废话”

“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了， 你怎么又犯同样的错
误…… ”“ 这是‘

1

’，

12345

的‘
1

’，……”这两个场景 ，

对大多数为人父母者来
说，大概不会陌生。 前者是
愤怒的父母对犯错孩子的
指责， 而后者则是父母在
对孩子进行“ 耐心教导”。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
个场景中的孩子都会感到
困惑， 甚至根本不知道父
母在说什么。 国内知名幼
儿教育家与心理学专家孙
瑞雪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
科学教育公益月全国巡回
讲座演讲时， 用生动的事
例告诉天下父母：“ 教育孩
子时，请少说废话。 ”

批评时

应隔离人与事

“‘ 你怎么又做错了’、

‘ 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你为
什么记不住’……这些话，

是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犯错
时的常用语。 但他们可能
不知道， 这种表述方式除
了宣泄自己的愤怒以外 ，

既不能改变孩子犯错的事
实， 也不能帮助孩子改正
缺点。 ”孙瑞雪说，对孩子
一味指责， 只会使孩子觉
得“ 我不够好”，时间一长，

孩子势必会产生恐惧和自
卑心理，难以获得“ 成长的
能量”。 她建议，在批评孩
子时， 一定要把孩子和事
件隔离开， 不能一味地说

“ 你这不好那不好”， 而应
该说“ 你不可以做这样的
事”或者“ 你这样做不对”。

这样， 才可以使孩子明确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孙瑞雪称， 临床上发

现， 许多家长在批评孩子
时， 往往是在发泄自己的
情绪， 而这些情绪又并非
完全由孩子造成。 孩子的
错误行为，只不过是“ 导火
线”。 事实上，家长对孩子
的责骂， 有些是源于家长
童年时的“ 心结”。 心理学
实验发现， 不管是人还是
动物， 在对待自己的下一
代时， 总是重复自己幼时
的遭遇。 一位著名心理学
家就曾归纳道：“ 当孩子被
父亲打时， 他毫无反抗之
力，但是孩子的复仇，是从
自己当了父亲开始的。 ”

“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那么 ， 请控制你的 ‘ 废
话 ’。 尤其是在孩子犯错
时， 不要对孩子发泄自己

的情绪。 ”孙瑞雪称，用最
简单的语言， 让孩子知道
自 己 哪 里 错 了 就 足 矣 。

“ 还有一点 ， 请父母记住
要蹲下来跟孩子讲话， 这
样， 孩子会感到自己是受
到尊重的。”

启蒙时

切忌“喋喋不休”

“ 这是
1

，

12345

的
1

”、

“ 这是红色， 红旗的红，红
汽车的红” ……很多家长
在给孩子启蒙教育时 ，总
是喜欢不厌其烦地用不同
方式对孩子说上

N

遍 ，但
孙瑞雪称， 这样的方式并
不妥当， 因为学龄前幼儿

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在
传授给他们知识时， 语言
要非常简洁， 让孩子“ 一

‘ 听’了然”。

孙瑞雪表示， 很多父
母训斥孩子时 “ 排山倒
海 ”，教育孩子时则“ 喋喋
不休”，但他们忘记了孩子
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 ，

其理解能力也非常有限 ，

使用冗长、复杂的语言，往
往会使他们感到困惑。 因
此， 她建议家长在给幼儿
启蒙时， 也要控制自己的

“ 废话”， 在孩子看到数字
或是颜色时， 只需简单地
告诉他们具体数字或颜
色，先让孩子“ 对上号”，然
后再考虑如何深化。

孩子哭时

三句话最实用

孩子哭闹， 恐怕是父
母最头疼的事情了。 孙瑞
雪表示， 三岁以前的孩子
是缺乏理性的， 所以很难
用所谓的道理去说服他
们， 也很难给他们作出合
乎逻辑的解释 。“ 孩子哭
时， 一般是因为他们的情
绪需要得到宣泄， 等孩子
哭完了，也就没事了。 ”

孙瑞雪建议， 孩子哭
闹时， 父母可以采用如下

“ 三部曲”： 第一是告诉孩
子“ 我知道你很难过”，第
二是告诉孩子“ 如果你难
过 ，就哭吧 ”，第三是告诉
孩子“ 如果你哭的话，我会
陪着你的”。 这样，孩子就
会知道不管自己受了什么
委屈， 父母总会陪伴在身
边。 在感受到“ 抚慰”后，幼
儿 的 情 绪 就 会 较 快 平
复。

（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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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给孩子补堂亲情课
由于竞争激烈 ，生

活节奏加快， 一些父母
没时间陪孩子聊天 ，即
使偶尔交流一下， 内容
也多半是学习， 关于孩
子对生活中一些问题的
看法以及孩子的爱好
等，父母则很少过问。

据一项关于少年儿
童的调查显示， 独生子
女与父母交流、 玩耍的
时间最短 ， 只有

5％

，

而 独 处 的 时 间 竟 达
40％

。 由于与父母缺少
情感沟通， 一部分孩子
精神上空虚 ， 性格孤
僻， 情感冷漠， 与父母
存在隔阂。

“ 家长和孩子之间

的关系直接影响孩子的
学习以及为人处世的态
度。 ”广州心智源教育中
心主任刘中良建议家
长：暑假期间，父母不妨
俯下身来， 倾听孩子的
心声， 给孩子补上一堂

“ 情感课”。“ 有条件的家
庭可以带孩子出去旅
游，或到乡下走走，多接
触大自然， 在休闲中体
验亲情的可贵。 通过交
流， 家长不仅可以了解
孩子在校的表现， 而且
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
界， 从而有针对性地做
好孩子的思想工作 ，使
孩子健康地成长。 ”

(冯秋瑜)

夸孩子聪明不如夸他勤奋
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

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

最好的办法不是夸奖他们
聪明， 而应鼓励他们刻苦
学习。 聪明是先天的优势，

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

但努力则不然， 应该予以
肯定。

美国近期的一项研究
发现， 那些过多地被夸奖
智力聪明的孩子可能会回
避新的挑战。 在这项研究
中， 老师让幼儿园的孩子
们解决一些非语言性的难
题， 然后对一半的孩子这
样说 ：“ 你们答对了

8

道
题，你们很聪明。 ”而对另
外一半的孩子则换了一种
说法 ：“ 你们答对了

8

道
题， 你们确实付出了很大
的努力。 ”紧接着，给这些
孩子两种任务让他们自己
选择： 一种是他们在完成
的时候可能会出一些差
错， 但是最终能够从中学
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新事
物； 另一种是他们有把握

能够做得非常好。 结果是
三分之二的被夸奖聪明的
孩子选择容易完成的那种
任务， 因为他们不想冒出
任何差错的风险； 与此相
比， 被夸奖付出努力的那
些孩子中的

90%

选择了具
有挑战性的能够学到新事
物的那种任务。

总是夸奖孩子聪明的
另一个缺陷是：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孩子会开始把好
的结果与脑子聪明画等
号， 逐渐形成过于良好的
自我感觉， 使自己对自我
的认识和评价与自己的实
际能力发生偏离， 并且只
有成功的打算。 如果他把
事情做得很好， 他就认为
那只是他聪明罢了。 一旦
他受到了挫折， 他将很可
能为此断定 “ 我并不聪
明 ”， 随后失去学习的兴
趣。

但是， 当你夸奖孩子
勤奋而不是他聪明的时
候， 你其实是在鼓励他继

续努力去寻求更多的挑
战。 这可以帮助孩子在遇
到挫折的时候不气馁。 即
便结果并不是他所期望
的， 他也将明白他的努力
是最被看重的。

在人生的旅程中， 许
多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
笨了； 而原本被认为笨的
人， 却常常在最后变聪明
了。 遇到寒冷酷热， 聪明
的人逃开了， 笨的人则亲
身尝试， 却能够在寒冷酷
热中成长。 笨的人逐渐认
识到： “ 勤奋不一定会成
功， 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勤
奋。”

我们稍加观察就可以
注意到， 在一个学校或者
班级中， 通常有两种学生
是最受老师喜爱的： 一种
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勤奋 ，

从来都不因为自己聪明而
骄傲自满的； 另一种是不
算聪明却非常勤奋， 从来
都不为自己不聪明而自卑
的。 由此可见， 勤奋努力

的孩子总是能受到欢迎。

作为父母， 应该对孩
子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夸
奖。 不要因为孩子不聪明
而气馁， 而应该为孩子不
努力而担心。 记住：所谓的
天才， 是百分之一的聪明
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 ！

所以，很多情况下，父母应
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 ，

而重视孩子的努力， 并把
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 ，让
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
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

当孩子的表现不够理
想时，千万不要对孩子说：

“ 你真笨！ ”这样的话，一定
会伤了他的自尊。 应该问
问他：“ 你是不是还不够努
力？ ”当孩子表现优秀时，

不要把它归功于孩子聪明
的先天优势， 而应把目光
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勤奋努
力上。 应该告诉他：“ 成绩
不错， 这都是你勤奋努力
的结果， 你努力的过程是
最值得赞赏的！ ”

（紫娇）

怕跟不上

学生提前学新课
□记者 柯其其

实习生 王晶晶

“ 好多同学都报了
预习班， 我也不想一上
高中就落后， 只好也来
学新课。 ”

7

月
21

日，家
住山城区春雷路的张星
同学说。

张星告诉记者 ，她
今年中招考试成绩不是
特别理想， 虽然被我市
一重点高中录取， 但属
于择校生。 当听说一些
同学报了预习班， 提前
学起了“ 新高一”的课程
时 ， 她也赶紧报了名 。

“ 本来这次中招考试的
成绩就不太好， 人家又
提前学， 入学后我不就
更落后了吗？ 所以我也
来学了。 ”

采访了我市几所社
会辅导学校后， 记者了
解到， 从小学二年级至
高一， 每个年级都开设
了预习班， 学习课程包
括语文 、 数学 、 英语 、

作文、 物理、 化学。 其
中该上初一和高一的学
生是这些学校的主力
军。

在山城区一辅导学
校， 一名工作人员向记
者展示了不同年级预习
班的课程安排和收费标
准 。 招生人员表示 ，以

“ 新高一 ” 辅导课程为

例，数学、物理、化学、英
语四科一起报名，

90

节
课，价格为

280

元。记者
从咨询处了解到，“ 新高
一 ”与“ 新初一 ”的预习
班报名者最多 ，“ 新高
一” 班

90

课时讲下来，

就相当于讲完了高一上
半年的大部分课程。

采访中记者看到 ，

为了招徕更多的学生 ，

多数辅导学校打出了
“ 名师” 的金字招牌，山
城区一辅导学校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 新高
一” 班的辅导老师均为
各校的优秀教师。

“ 初三学生在假期
里适当预习一下高一的
知识确实有好处， 它能
让学生尽快适应高中生
活和学习， 但有的学生
只学到一些皮毛知识 ，

就以为掌握了全部知
识， 开学后忽视老师的
课堂教学， 这是不可取
的。 ”市综合高中化学教
师冯海涛说。

冯老师认为， 高一
新生最需要培养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

到了高中阶段， 学生应
学会主动学习，他认为，

对初三学生来说， 暑假
期间， 适当了解一下高
中的各科知识， 设法在
学习方法上提高自己才
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