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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跳舞怕练功 不妨试试4D舞蹈

多强调孩子的性别、多进行体育运动、多交男性朋友……

儿子有点女性化 这个爸爸有办法

（
资
料
图
片
）

家长：我女儿 5 岁半了，我给她报
了一个舞蹈班，可上了 4 次课后，女儿
死活不愿意去了，因为练功太辛苦，她
怕疼。有人说，孩子还小，我给孩子报
班报得太早了；还有人说，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应该去学4D舞蹈。

我很疑惑，孩子几岁学舞蹈比较
好？什么是4D舞蹈？

王澎涛（美育儿童音乐舞蹈国际
机构）：如果孩子所学的舞蹈，一开始
就要求必须有基本功的话，建议家长
让孩子到8岁以后再学。从生理角度
讲，8岁以前的孩子不太适合进行大强
度的拉伸训练。即使准备走舞蹈专业

的孩子，在8岁至12岁开始练基本功
也来得及。

接着我说说4D舞蹈，4D舞蹈即
4dancing，是针对4岁至8岁的孩子创
设的创意性自由舞蹈。

4D舞蹈不要求孩子做大强度的拉
伸训练，涵盖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等
多个舞种的基础内容，融合了语言教
学、戏曲知识等，重在培养孩子对音乐、
舞蹈的感觉，激发孩子从内而外对舞蹈
动作的理解和表达。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会创设情境，
给出主题，引导、启发孩子自由想象，创
编舞蹈动作，以激发孩子的创造性，让

孩子学会发散思维。
4D舞蹈适合4岁到8岁孩子学习，

孩子们学起来会比较快乐、轻松。
温馨提示：如果您在教育孩子方面

有疑问，可通过QQ互动群或微博加入
我们的家教会客厅，大家一起探讨。

听者有心
儿子像姑娘 他有点发愁

西工区的刘彦有一个6岁半的儿
子，说到爱子的成长，这位父亲颇有感
慨地告诉我们，一次偶然机会，邻居随
口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他对孩子性格的
关注。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几个月前
的一天，刘彦下班回家时，看到儿子正
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玩儿。这时，他家
邻居——一位熟悉的老人路过，跟他拉
了几句家常，直夸他儿子讨人喜欢：“哎
呀，这孩子可文气了，很听话，跟个小姑
娘似的。”

回家后，刘彦有点郁闷，认真想了
想那位老人的话，他发现了儿子的确像
小姑娘：儿子个头并不小，可平时说话
声音柔细，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爱玩毛茸茸的玩具，不喜欢参加竞技类
的体育游戏，很爱哭……

“那位老人的话提醒了我，儿子确
实阳刚不足阴柔有余，这还真不是个小
问题！”为了帮助儿子健康成长，从那天
起，刘彦开始上心了。

了解情况
连夜查资料 揪出“病根儿”

儿子像姑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平时，刘彦工作忙，很少在家，跟儿子相
处的时间很少。想改变儿子，该怎么办
呢？刘彦想来想去，打算先查阅一些资
料。

《拯救男孩》《真正的男孩》《男孩养
成记》……找到资料后，他连夜翻看，发
现男孩女性化居然成了并不鲜见的社
会现象。

根据书中介绍的内容，结合儿子
的情况，刘彦分析，儿子的问题应该
是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作为父
亲，他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工作上，对

孩子的教育投入的时间太少。在家
里，孩子长期和奶奶、妈妈相处，母性
温柔的性别角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孩子，使小小男子汉应有的阳刚之气
悄然离去；家里人担心孩子的安全，
生怕孩子出事，平时限制了孩子参与
对抗性、竞技性的游戏，渐渐地，孩子
缺乏参与竞争的勇气，不够自信了；
大人们经常告诉孩子“要乖”，这样才
是“好孩子”，并且常常有意无意地为
孩子找一个文静听话的女孩子为榜
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逐渐变得
胆小、依赖性强，性格也变得女性化。

行动起来
计划步步走 儿子更爷们儿

把问题弄清楚之后，刘彦反复琢
磨，制订了行动计划。

第一，无论多忙，每天都抽出至少
半个小时的时间陪孩子说话、玩耍，为
孩子提供性别角色方面的指导，并且常
在口头上告诉孩子“你是男孩子”“男孩

子就应该勇敢，要学会负责”等。
第二，抽时间带孩子去踢足球、打

乒乓球、打篮球或跑步，让孩子感受阳
刚之气，在运动中培养其男性性格，增
强其自信心，使其性别意识在体育运动
中得到强化。

第三，从男性的角度考量，帮助孩
子选取一些男性化的图片、画像贴在孩
子的房间，注意营造生活氛围，通过环
境对孩子进行心理暗示，还要引导孩子
结交一些有男子汉气概的同学、朋友，
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会中逐步摆脱女性
化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第四，在目前社会上很受追捧的娱
乐明星中，有一部分是造型偏阴柔的男
性，小孩如果常接触这方面的信息，不
利于性别意识的形成，所以，刘彦尽量
想办法引导，让孩子对此类男性形象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
审美观。

计划已经实施3个多月了，刘彦发
现，儿子的情况有所改善，儿子更有男
孩儿样了。

□记者 杨寒冰

数学是容易在成绩方面拉开
学生距离的学科，成绩好的学生
可以得满分，成绩差的学生只能
得十几分。

数学成绩中等的学生，最怕的
便是数学高考试卷上的难题。专
家团成员、数学老师周恩军告诉学
生，掌握一些破解试题的招数，便
可解出正确答案，拿到分数。

文科高考数学试卷的第12
道选择题，理科高考数学试卷的
第16道选择题，都被称为“小压
轴题”。周恩军老师用自己的方
法解出近几年的“小压轴题”的正
确答案后，现场学生“哇”声一片。

□记者 崔晓彧

（上接D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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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不要死记硬背。”专家
团成员、英语老师杨哲说。学生
可通过背诵、默写英语句子或短
文来记单词，这样，学生既能记得
快、记得准，又能深刻理解单词的
含义。

单选题要学会找题眼。杨哲
老师说，他辅导过的一个女生高
考英语成绩为144分，她做15道
单选题仅用了1分钟。原因是她
很会找题眼。她的经验是，研究
题型，把握命题方向。比如，她通
过分析非谓语动词的命题方向，
掌握了非谓语动词的考查点，然
后，将每个考查点熟记在心，所
以，她一看到有关非谓语动词的
题目就知道要考查什么，知道怎
样选择答案。

杨哲老师还介绍了阅读理解
的训练方法，做完形填空的方法
技巧及英文写作技巧等。

洛阳外国语学校高三学生反应：
以前写作文，是先看材料，然

后凭着自己的感觉写。今天，听
了杜学宾老师的讲座，知道了一
些具体实用的方法，思路更清晰
了。其中，有两种方法是比较适
合我的，我立马就能用了。

——6班袁隆飞
听了周恩军老师的课，我觉

得他教的方法简单，一学就会，一
用就能拿到分数。

——2班闻玉
杨哲老师讲的解题技巧非常

实用。杨哲老师告诉我们，在做
题时，不要只把自己当成应试者，
还要把自己当成命题人，站在命
题人的角度看待试题，这对我的
启发非常大。换个角度看待试
题，思路更开阔。

——4班贺瑞馨

数学难题

让中等学生会方法
让“方法”变成分数

不要单纯背单词
要学会找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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