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寒冰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教育工作
者的话说就是家长要言传身教，要想教育好孩
子，家长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

10月15日，教育部网站公布《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
南》为学前孩子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
五个领域的成长设定阶梯状的标准，比如，孩
子3岁学会不跟陌生人走，4岁学会体谅父母
辛劳，5岁学会说出家庭住址，6岁学会接受不
同意见等。

《指南》从拟稿到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再到正式出台，历时长久，文中所说标准绝大
部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6岁学会接受不同
意见”让很多家长犯了愁。

6岁的孩子，按照其心智发育程度，完全可

以做到学会倾听和接受不同的意见。而现在
的孩子，有几个能接受不同意见的？

儿童是成人的镜子，他们能否学会接受不
同意见，最终取决于成人。如果成人不具备这
样的素质，而只要求孩子这样做，恐怕最终的
结果只会是失败。

有的时候，成人在用自己的不良行为影响
着孩子。

在浙江余杭，一个9岁的男孩健健在路边
玩纸飞机时，不小心把纸飞机扔在了路人杨某
身上，健健立即向杨某道歉，不料却被杨某重
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警方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杨某执行
行政拘留7天并罚款200元的处罚。

健健的父亲表示，依照法律，打人者受到
了处罚，但这件事对健健的心理伤害却难以
估量。

在郑州，一个 11 岁的小男孩儿在候车室
捡瓶子，遭到保洁员反对。男孩儿顶撞了几句
后被一个男保洁员打倒在地，男孩倒地后，男
保洁员不仅口骂脏话，还用手中的扫把敲男孩
儿的头……

假如打人者的子女在现场的话，他们会如
何看待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再要求孩子讲文
明、懂礼貌时，他们的孩子会有何反应？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要想下梁不歪，先把上梁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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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之

近日，莫言作
品将被收录进高中语
文 教 材 的 消 息 成 为 热 议 话
题。有人认为这是趋炎附势
的跟风表现。

《老人与海》、《百年孤独》
的片段都曾入选高中语文教
材，并未听到质疑声，为什么
轮到本土作家，就招来了质
疑？与其讨论莫言作品该不
该入选教材，倒不如讨论他哪
篇作品更适合入选教材。

（据《京华时报》）

一个6岁男孩儿表
示长大想当公交车司机，
不料被妈妈扇了一记耳光。

长大当科学家、文学家等
理想，看起来很有“出息”，实
现起来比较难。其实，黑猫白
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职
业那职业，有幸福感的职业就
是好职业。 (据《武汉晚报》)

武汉市首届人口
文化节开幕当天，一群
穿着校服的学生刚走进会展
中心参观两性情趣馆，就被工
作人员礼貌地请了出来。

为什么不让中学生参观
两性情趣馆？真没必要遮遮
掩掩，越是掖着藏着，越是增
加他们的好奇感和神秘感，反
倒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
成长。 （据《长江商报》）

继《牛郎织女》被
剔出小学语文教材后，
今年人教版实验教材五年级
上册《窃读记》中的“爱”字被
删除。文章末句“记住，你是
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
爱里长大的！”被生硬地删成
了“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
读书长大的”。

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
所 以 ，语 文 课 本 不 能 删 除

“爱”。 （据《四川日报》）

所谓“免责式”教
育，就是办学者、教育者
从免除自身的责任出发，完全
置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于不
顾，进行所谓的教育管理。

不少学校为了“免责”，
干 脆 禁 止 学 生 课 间 离 开 教
室，甚至连上厕所的次数也
加以限制。

专家认为，“免责式”教育
导 致 学 校 教 育 管 理 严 重 变
异。 （据《新闻晚报》）

（记者 杨寒冰 整理）

主讲人档案：丁天赞 洛阳心理咨询

研究会秘书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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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人高考发挥不如平时

据调查，高考时只有近40%的人能正常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60%的人发挥不如平
时，超常发挥的人少之又少。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正常发挥？丁天
赞说，主要是因为压力和焦虑。除了考生自
己的压力和焦虑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长
和社会各界。

面对高考，家长似乎比孩子更上心、
更焦虑。有新闻报道称，有的家长为了给
孩子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竟然毒死池塘
中叫声响亮的青蛙；找邻居吵架，让邻居
半夜不要冲马桶……这种神经质、不理智
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给他们造成巨大的
压力。

带着压力上考场，如何能考出好成绩？
看看这个有关博弈的说法，如果赌注是

个烂瓦盆，博弈者的心理压力一定很小，完
全可以自由发挥，如果赌注是个金钵，博弈
者的心理压力会增大，可能发挥失常。

博弈如此，高考也是如此，需要一定的
压力，但压力又不可过大。适当的压力和焦

虑，能带来紧迫感、提高学习效率，但是过大
的压力只会让学生感到疲惫不堪。

制定目标 跳一跳能“摸”得到

有的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次考
不好怎么办？高考考砸了怎么办？”由此可
能衍生出别的假设和猜想，如：“考不上好大
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可能
与幸福人生失之交臂。”

学生所想的一切，没有一件是已经发生
的事情，全部是自我假设，越想越害怕，越想
越认为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种假
设一直存在，就会导致学生无法专心学习、
变得不自信、焦虑、狂躁，也许，假设真的会
变成现实。

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压力。为什么
会有压力？丁天赞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学生
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凭自己实力能上二本、
三本的，非要把目标设定成一本，能上专科
的，发誓非本科不上，面对难以实现的目标，
消极低沉的情绪必定会时时伴随。

考大学必须承载巨大的压力吗？刚刚
过去的 2012 年高考，河南考生人数约为

82.5万，是报名人数连续下降的第四年。考
生少了，招生计划不仅没减，反而增加了4.2
万。在这一增一减之间，我省高招录取率约
为86%，也就是说约86%的考生能够跨入高
等学府的大门。

为什么大学越来越好考，而家长和学生
的压力却不见减小呢？因为，多数家长和学
生都把目标定得过高，都想上一本，压力能
不大吗？

考上一所好大学是无数考生的梦想，但
是目标的设定一定要切合实际，在现有学习
成绩的基础上适当拔高是最好的，跳一跳，
能够得着，这就是目标设定的标准。过高的
自我定位只会加重心理负担，对提高学习成
绩帮助不大，适当地降低目标并不是一件坏
事。忘掉所谓的名次，专心于学习，这才是
最佳的状态，适当自我疏导和放松也是非常
好的减压方法。

家长也要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对孩子
的信任，不要给孩子过大的压力，最忌讳的
是嘴上说：“考多少分都无所谓。”行动上却
时时刻刻关注着孩子的成绩。在人与人的
交流中，有70%的信息是通过肢体语言和神
情传递的，仅30%是通过语言，孩子不仅看
重家长说什么，更看重家长是怎么做的。

善思考的孩子是真勤快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应对
高考的道路上，每一个孩子都不敢懈怠，但
是找准方向有时比低头走路更重要。

一位家长在现场提问，她的女儿是一个
勤快的孩子，每天都会坚持做大量的习题，
但是考试成绩却不如比她做题少的孩子，孩
子的心里很不舒服。

为什么付出的比别人多，收获却不如别
人多呢？这里就存在一个学习方法的问
题。如果只注重大量做题，却没有时间停下
来思考，就无法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不能
查漏补缺，不能多角度思考问题，不能把知
识往深处挖掘，所以，即使做了大量的题，提
高也会很慢。

要在做一定数量题的基础上，开动脑
筋，多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反思，才是聪明
的、真正勤快的孩子，成绩才能稳步提高。

学生在现场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