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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面临信任危机
家长怎么办？

□记者 杨寒冰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小学时就进行卷面分析
好好好家长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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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我女儿4岁半，上幼
儿园中班。最近，有关守信的
问题让我在教育孩子时出现了
困惑。

长期以来，我都努力做一
个说话算数的家长，在答应孩
子某个要求之前，我都会认真
考虑一下，如果做不到，绝不轻
易允诺；如果能做到，我一定会
努力兑现。

有时，孩子提完要求自己
都忘了，但是我会主动兑现。
这让孩子很意外，同时，也对我
特别信任。

在我的影响下，孩子也能
做到说话算数。但是，最近在
幼儿园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
对守信产生了怀疑。

她在幼儿园有个好朋友，
两人有时意见会不一致，于是
她们商定：“剪刀石头布，谁赢
听谁的。”结果，那个女孩赢了，
我孩子就听她的。可是，若我
孩子赢了，那女孩就说：“啦啦
啦，我说话不算数，我就不听你
的。”孩子想不通。

我现在的困惑是：怎么给
孩子解释？对孩子说，那女孩
说话不算数是她不对，你要说
话算数，还是对孩子说，你也可
以说话不算数？

宋媛（儿童全脑教育研究
者，幼儿教育专家）：

第一，肯定妈妈的做法是
对的。守信是一个人最基本的
道德要求，也是一个人获取成
功必不可缺的道德素养。

第二，女儿的做法也是对
的。4岁的孩子，在心中就种
下了守信的种子，长大后将会
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为
她今后的成功人生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自己守信，就要求别人也
要守信，这是美好的愿望，但
不太现实，而且会让自己和他
人都不快乐。怎么办呢？建
议如下：

1.妈妈还要一如既往地坚
守信用，并要求女儿也要守信。

2.不要要求别人对自己守
信，因为每个人的遗传基因、家
庭背景、教育观念、行为方式都
不一样，所以教女儿对别人放
宽要求，原谅不守信的小朋友。

3.也可以让女儿找更多的
小朋友一起玩耍。

那天我去幼儿园接儿子，看到班
里每个小朋友都拿着一张纸。一问，
才知道老师进行拼音测试了。我看到
儿子拿着的纸上只有a、o、e三个韵
母，别的小朋友都是写了满满一张
纸。回到家，我耐着性子问儿子为什
么不听老师话默写拼音，儿子小心翼
翼地看着我说，写完e，忘了接下来该
写什么了。

我想反正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不
如让儿子重新默写，看他的表现再
说。我给他规定半小时默写时间。
第一次，儿子写得乱七八糟，有的拼
音写错了，有的拼音重复写了好几
遍，还有的没写出来。

我想发火，可是看着儿子不安的
眼神，就改变了主意。我耐着性子
教儿子，把他最先学的几个韵母写
出来，然后写声母，每个声母能跟哪
些韵母组合，一组有四个声调，按顺

序标出来。我还跟他讲了测试的意
义和规则，鼓励儿子不要急，用心想
认真写，不管测试结果怎么样，只要
努力了就是好小孩!

为了不让儿子感到拘束和紧张，
我把时钟调好放到他面前，自己则
去做别的事。终于半小时过去了，
这次儿子全写对了，虽然有个别拼
音声调漏标了，但整体默写结果超出
我的意料。

我庆幸回到家没有立刻跟儿子发
脾气，而是给了他一次重新表现的机
会。其实不是孩子不会，而是我平
时辅导得太少。以前他一不听话或
者犯点儿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大
呼小叫地指责他，这种粗暴的教育
方法不但收不到好效果，反而伤了
孩子的心。现在想来真惭愧，以后
我应该换一种方法对待儿子的不
足，迟一步发火，就像今天一样。

与众多家长一样，身为教
师的李喜玲也很看重孩子的成
绩，不过，她更看重的是孩子的
学习能力，更注重培养孩子的
学习兴趣。

今年中招考试，她的儿子
黄珮伦考了654分，在洛阳市
排名前10名。她是如何培养
孩子的学习能力呢？

黄珮伦上小学的时候，李
喜玲认为：“小学知识那么简
单，你就得考100分。”后来，她
认识到这种想法过于极端。于
是，她转变了教育方法，不再死
抠孩子的分数，转而进行反思：

“儿子为什么会丢分？”
于是，新的育子方法出现

了。黄珮伦每次考完试，李喜
玲都要求他进行卷面分析。这
道题为什么错了？是没有读懂
题还是会做却计算错了？或者
是单位名称写错了？原因找到
后，再进行改错。

这样训练的效果很好，儿
子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失分越
来越少，有时看到试题，一眼就
能看出“陷阱”在哪，避免出错。

进行卷面分析的做法，

黄珮伦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这种方法还让他养成了
善于反思、总结的习惯。每节课要总结，每天的学习
内容要总结，周周有总结，月月有总结。

总结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要知道，一个会反思、会总结

的学生要比只知道埋头学
习、勤学苦练的学生学习效
果好得多。

李喜玲建议家长：不能
只盯着孩子的考试成绩，成
绩有时会掩盖问题，家长有
可能因小失大。

为什么有的学生小学
成绩很好，到了初中就不
行了，或者在初中时仍然
可 以 ，到 了 高 中 就 不 行
了？原因在于学生的学
习能力没有得到培养。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
中，越往上走，需要记忆的内
容越少，而需要理解的知识
越多。不少学生上小学、初
中时在老师、家长的监督下，
靠着记忆知识考取不错的成
绩，到了高中，再靠这种方法
就不行了，高中的大量知识
需要理解后转化成学生自己
的知识。

因此，在孩子尚小的时
候，家长就要注意培养孩子
的学习能力，养成能吃苦的
意志品质，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

孩子上课不专心，就像没带耳
朵一样；老师教的知识他都懂，可
一做作业或考试就粗心大意，成绩
上不去；别的孩子花一个小时就能
写完作业，而他磨蹭着要写到大半

夜……家长很纳闷，孩子脑子好
使，成绩为何上不去？专家指出，
这可能是多动症在作祟！

洛阳金太阳学能开发中心特采
用多维疗法治疗多动症、抽动症，配

合感通训练、学能开发、按摩理疗、心
理疏导等 10余项治疗手段，使患多
动症、抽动症的儿童彻底摆脱病魔，
重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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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差不是孩子笨 小心多动症作祟
好动、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作业拖拉、挤眉弄眼……

迟一步发火 □贾利娉

李喜玲和儿子黄珮伦

身为教师的李喜玲让儿子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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