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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妈妈纠结的
120元

好好家长家长家长

培养孩子进取心 家长要多动脑筋
□官学明

□记者 杨寒冰

■温馨提示：如果您
在教育孩子方面有疑问，
可通过 QQ 群或微博加入
我们的家教会客厅，大家
一起探讨。

橙子妈：前天晚上，我
在外面吃饭时，突然接到一
个朋友的电话。朋友的女
儿和我女儿是一个班的，两
人是好朋友。朋友在电话
里说，她的孩子口袋里有
120元钱。她问孩子钱是从
哪里来的，孩子说是橙子给
她的。

我从没给过橙子那么
多钱，她的钱是从哪里来
的？是她爷爷给她的？还
是她从家里拿的？这几天，
我一直在纠结如何开口问
孩子这件事？可能是我想
得太多了。我怕问不好伤
到了孩子，影响以后的亲子
关系。

在教育周刊互动群
（114865332）中，记者将橙
子妈的问题抛出来后，热心
网友积极发言。

现将大家的发言整理
如下，希望这些建议对橙子
妈有帮助。

沫沫妈：要是我的孩
子，我就直接问，先把事情
问清楚，再说教育方面的
问题。

霓裳羽衣：事情很简
单，不需要绕那么多弯弯，
绕得多了，反而让孩子无所
适从。家长可以直接问，但
不要在心里下“孩子偷偷拿
钱”的结论。找个只有妈妈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问一
下，问之前，最好先了解一
下另一位家长说的是不是
真实情况。

寒冷：我会用开玩笑的
口吻来给孩子说这件事情。

蓝色玫瑰：应 该 如 实
把事情跟孩子讲一下，“你
同 学 的 妈 妈 给 我 打 电 话
了，说……妈妈想知道这
个事情是真的吗”。这个
妈妈如此纠结，是不是已
经认定了那个家长说的是
真的？说实在的，知女莫
若母，如果是我，我一听就
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自己孩
子干的。

早上，朋友向我唠叨:“我女儿
都上高二了，还一点儿都不紧张。
没考好时说她几句，她还总是说‘你
怎 么 没 看 到 排 在 我 后 面 的 同 学
呢’。看着她听着耳机做作业的样
子，我真想揍她一顿。唉，她怎么就
一点儿上进心都没有？”

孩子没有进取心，是我们在教育中
没有给孩子这方面的帮助和引导造成
的。要想激发孩子的进取心，我们必须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多带孩子了解名人。一个人
的性格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当孩
子喜欢上某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有意无
意地模仿他的一切。家长应该有意识
地引导孩子去了解伟人或科学家的性
格、学识和才华。时间久了，孩子就会
对其产生崇敬感，并将这种感觉转化为
求知的欲望。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能够
成为“铁娘子”，就与她儿时酷爱读名人
传记有关。

第二，多给孩子鼓励。美国心理学
家詹姆斯从心理学角度指出：“人类本
性中最深刻的渴求就是受到赞美。”鼓
励孩子，能让他亲近家长，在被赏识中
获得自信。敢于尝试，不怕失败，这对
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如果家长动辄
指责孩子，孩子就会对家长产生排斥心
理，久而久之失去自信，不敢也不愿意
去独立做事情，畏首畏尾。在成长中少
了勇敢和自信，长大后，他们自然不会
有进取心。

第三，多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孩
子一次就将零花钱花光了，我们就应该
告诉孩子：“你如果能够做到一个星期
不花零花钱，下周我就加倍给你；你如
果不到一天就花光了一周的零花钱，那
么，下周你就不要希望有零花钱。”让他
在自我约束中懂得怎样用钱。在平时，
孩子如果骑自行车时摔倒了，我们不要
马上去帮助他，而应该鼓励他自己站起
来。适当的挫折和打击是孩子成长中

不可缺少的滋养品。
第四，多展示孩子的优点。培养孩

子的进取心，家长要善于把“你能行”这
句话挂在嘴边。作为家长，应该了解孩
子的优点，并尽量创造机会多让其在人
前展示。不管是画画还是打游戏，只要
是孩子的特长，我们就可以大声地向别
人宣传。这样做，是对孩子最大的肯定
和赞扬。

第五，多鼓励孩子参与集体竞争。
要想培养孩子的进取心，就应该让孩子
融进集体竞争中。因为孩子只有在集
体中才能有比较，在比较中才能产生前
进的动力。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进取心是不竭的自我推动力，它
激励着孩子向目标前进，为了更好的
明天而奋斗。让孩子拥有昂扬的斗
志和强烈的进取心，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家长长期耐心
地引导。

刘丽杰很担心一般的说教力度太小，
难以达到震慑作用。为了让天天记住这
次教训，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当天，一
向不舍得打孩子的她动手打了天天。

可是，事后经过反复琢磨，刘丽杰觉
得靠武力压制是不可取的。天天交待问
题时讲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刘丽杰的注
意：天天是以某影视剧中的情节为参照，
进行模仿，导致犯错的。刘丽杰觉得现在
不好的电视、电影、游戏有很多，孩子面对
大量的信息，如何辨别、筛选才是关键的
问题。

于是，刘丽杰开始改进自己的教育方

法。以前，她总是忙于工作。现在，她
尽可能多地挤出时间与儿子交流——
跟孩子一起观看或讨论动画片，平时，
引导孩子跟自己讲他最近看了哪些书、
影片等，并就一些细节问题与孩子交换
想法及时给孩子引导。

渐渐地，天天习惯并喜欢上了这种
交流方式，有了新的想法时，他会主动
找父母说一说，并听听他们是怎么想
的。短短几个月，刘丽杰已明显感到儿
子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孩子的是
非观、价值观也都比较明晰、正确，看上
去也更有朝气了。

孩子顺手拿了小商店一包口香糖，这是大事还是小事？

“偷东西练手”的背后
□记者 崔晓彧

洛龙区关林镇的刘丽
杰（化名）是一个8岁男孩儿
的母亲，在谈到孩子的教育
问题时，她讲了一件让她印
象深刻的事。

大约3个月前，她下班回
家途经小区大门口的小商店
时，被商店的老板叫住了。
老板说刘丽杰的儿子天天
（化名）偷拿了店里的一包口
香糖，孩子以为没被人发现，
而他也不想当众为难孩子，
便装作不知道。他提这件事
不是为了追回东西，只是想
给孩子的家长提个醒。

得知此事，刘丽杰非常
生气。回到家里后，她把天
天叫到跟前了解情况。孩子
承认“顺手拿了一包口香
糖”，主要原因并不是想吃，
而是他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里面的主人公就是通过这种
方式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
他也想练练，让手变得更灵
巧。刘丽杰说，也许有家长
听了，会觉得孩子还小，事情
并没那么严重，但她不这么
想。在她看来，这是原则性
问题，孩子犯了这样的错误，
绝不能姑息。

当即，刘丽杰带孩子到
小商店赔礼道歉、赔钱。

对“小事儿”
绝不姑息

反思粗放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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