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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佳

笑吧

教女儿“享受”寒假

地址：瀍河回族区共和胡同19号
电话：63951019

家家家教谈教谈

协办东关回民小学

★主人门开了，要先问好。
★主人请了，才能进去。到屋里不能像

在自己家里，到处乱跑或随便翻东西。
★主人招待餐点时，要说谢谢。
★大人在谈话时，小孩不能打断或插话。

礼仪知识链接

过个大年又添一岁过个大年又添一岁
玩得开心知识长进玩得开心知识长进

（上接D01版）

2012年，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令
广大音乐爱好者大饱耳福。其实家教也需要

“好声音”，家教中的“好声音”能够使我们的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那么，家教中需要哪些“好声
音”呢？

发自肺腑的夸奖 恰到好处地夸奖，是对孩
子的肯定、欣赏，更是激励，能让孩子充满自信。
当然，这种“好声音”应该是立体的、多元的、发自
肺腑的，不但要有口头语言，还要有肢体语言。

令孩子心服的批评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但同时也是约束出来的。对于孩子的错误，家长
应把握住最准确的纠结点，批评孩子时应开诚布
公，循循善诱，让孩子自感自悟，继而进行改正。

春风化雨似的辅导 家长教育孩子，切忌

急躁，如果孩子犯点儿错就打骂，久而久之，孩
子就会形成逆反的心理，无助于其健康人格的
形成与培养。

当然，有时候无声才是最好的声音。作为家
长，要为孩子创设一个舒适和谐的学习环境，不
仅要保持书房安静，而且要尽量把书房装饰得
让孩子感觉舒适和优雅。有些家长一边在客厅
和朋友闲聊或玩着其他娱乐游戏，一边让孩子
完成作业。这些噪
声不仅让孩子无法
安心学习，长此以往
还会让家长的形象
在孩子心目中大打
下折扣。

家教中的“好声音”

寒假悄然而至，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赋闲
在家”，看电视、吃零食、玩游戏、睡懒觉，她的理论
是：寒假来之不易，该享受时就享受。

辛苦了大半年，女儿需要休息我理解，可像
她这样没日没夜地玩乐就叫享受假期吗？果然，
没过几天，女儿就开始嚷嚷没意思。我说有张有
弛才是文武之道，像你这样享受得过了头，当然
没意思。

女儿信服地点点头。我提议出去锻炼身
体，女儿面露难色，说外面天寒地冻，出去干吗？
我说：“享受寒假从享受运动开始，你不是早就想
要一双旱冰鞋吗？妈妈给你买！”女儿激动得两
眼放光，鞋买来后，她高兴地找小伙伴玩去了。

那天，妹妹打来电话，让我去她的小超市帮
忙，我说最近太忙，女儿自告奋勇，还让我别从门
缝里瞧人。几天后，妹妹高兴地告诉我，说女儿
特别能干，加上她的小嘴很甜，大家都很喜欢她。

女儿平时上学，很少回奶奶家。都说隔辈
亲，我决定送女儿去老家住些日子，话一出口，女
儿噘着小嘴不同意。我说：“奶奶家有大棚，里面
的桃花、草莓花开得正盛，小蜜蜂飞来飞去忙采
蜜，可漂亮了。”女儿被我说得兴致大发，背起书
包就出发了。和她通电话，她说她都快成摄影师
了，奶奶做的年糕、爷爷做的糖葫芦特别好吃，春
节她就在老家过了……

寒假对孩子们来说弥足珍贵，动动脑筋，让
孩子享受“寒假”，其实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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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素搭配
零食限量

既过嘴瘾又不发胖

中国唐史学会洛阳唐文化中心秘书长、洛阳文
学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市八中语文老师王恺说，春
节是各种礼仪、习俗大碰撞的时间，学生要学习礼
仪、习俗可以从了解春联开始。

过年贴春联是中国的老传统，家长可以请孩子
帮忙，一起贴春联。

怎么辨别哪是上联，哪是下联？上联贴哪边？
下联贴哪边？

王恺介绍，春联讲究平仄、对仗、押韵，一般上
联以写景写实为主，下联以抒情议论为主，通常上
下联分别为7个字或9个字，横批为4个字。

如：春临大地百花艳，节至人间万象新。横批：
万事如意。

上联写春天来临，百花盛开，以写实为主；下联
抒发感情，感叹人间万象更新。上下联分别是7个
字，横批4个字。

古人以右为上，贴春联时，要面对门框，将上联
贴在右边的门框，下联贴在左边的门框。

有学生疑惑，为啥有的横批是从右往左读，有
的是从左往右读？王恺说，按照习俗，应该是从右
往左读，但是，为了照顾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不少人
把横批按从左往右的顺序写了。

过年接压岁钱是学生最高兴的事情，我们经常
见到这样场景：长辈实实在在要给压岁钱，晚辈一推
再推表示拒绝，结果是钱最终还是拿了，但是，不是
衣服袖子被扯掉了，就是口袋被撕烂了。

王恺说，发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学生不必
过分推让。长辈给压岁钱的时候，学生要双手接过，

然后鞠躬表示谢意，顺便要说几句祝福长辈的话。
提醒：学生不要忽视对春联的了解，高考是考这部

分内容的。另外，平时对孩子疏于礼仪教育的家长，可利
用这个时间对孩子进行礼仪教育。过年图的是喜庆，万一孩

子在不合适的场合说了不该说的话，那将是很扫兴的。平时
“丢”了礼貌不要紧，过年时“找”回来并保存起来经常用就好。

读读上联
品品下联 学学礼仪不吃亏

现在，连常怕孙辈吃不饱的老太太都说，孩子没
有饿病的，都是吃出来的毛病。是啊，又要过年了，
美食在舌尖上翻滚的机会更多了。学生们怎么才能
既过了嘴瘾，又吃不出毛病呢？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王朝霞
说，中学生要自己注意，小学生要由家长监控，不要只
吃不动，吃撑就睡。家中老人不要看孩子爱吃某种食
物，就一个劲儿让孩子吃，要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过年前后，天气较冷，冷饮要少喝，生冷瓜果要
少吃。比如苹果，个儿大的，每天吃两个即可，个儿小
的每天不要吃超过3个。如果每天只吃1个苹果的
话，可以吃香蕉、橙子等其他水果，总量不要超过8两。

很多孩子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吃坚果类的零食，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少吃，因为核桃、松子等坚
果含油脂较多、热量较高，如果吃得太多，不仅影响
睡眠，而且会面临长胖的危险。

提醒：据老师们反映，寒假开学后，不少学生会
长胖一圈。尤其是初三的学生，4月初就要进行中
招体育考试了，不小心长胖对体育考试是不利的。

一个农村娃去放牛，
由于只顾贪 玩 ，致 使 牛 跑

丢，为此他躲在亲戚家不敢回
去。天很晚了，他爹找到亲戚
家，骂他说：“这么晚了，牛
都知道回家，你怎么还
不回家！”

（尤墨）

一名阿拉伯学生给他
爸发了个电子邮件：“老爸，柏

林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友
善，但是我进了学校有点儿不好意
思：别人都坐地铁上学，就我开
一辆纯金奔驰。”爸爸回信：
“儿子，给你转过去两亿美

元，别给我丢脸了，赶紧
去买个地铁！”

买个地铁

牛都知道回家

好好好家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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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荣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