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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长不
能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硬地传授给孩子，这样的
硬性压制，只能适得其反。

教育大讲堂第九十二讲，赵京鸽老师为家长
支招：如何和十一二岁的孩子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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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山石山石
之第九十二讲

我们不是在复制自己，而是在成就孩子。家长应该——

回到孩子的年龄
和孩子平等交流

孩子的不良情绪，大多和家长有关。
事例一：有一个女孩子，有一段时

间，上课总是趴在桌子上，不说话也不学
习。老师上前询问好久，她才开口说
话。她说自己总是梦到鬼，在家里也总
觉得有黑影子跟着自己，看不见却感觉
如影随形。

老师了解后才知道，这个女生父母
离异，她的心理负担过重，心情不好。

▲心理专家认为，孩子梦到的鬼，多半
是父母不好的形象。

事例二：有一个小男生，平时和同学
关系很好，有一天到学校后，不仅和同学
发生了口角，还动了手。

老师了解后才知道，当天早上，这个

男孩起床晚了，家长训了他，他心情很不
好。到了学校，只好找同学撒气。

▲孩子不是家长的情感垃圾场，家长
什么样子孩子就会学成什么样子。

孩子为什么喜欢和同龄人玩？因为
他们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之间是平
等的。

家长也可以朋友的身份和孩子交
流。要么，让自己回到孩子的年龄，放
下身段和孩子交流；要么，给孩子成人
般的尊重，不要用命令的口吻和孩子
说话。

让孩子参与家庭事宜，让孩子能充
分感受到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员，有存
在感。

给孩子机会，让他说出自己内心的
真实想法，孩子想做的事，只要不犯原
则性的错误，即便不太正确，也放手让
他去做，体验错误才能认识错误，走向
正确。

家长和孩子一起制订计划，互相监
督，共同完成，共同进步。

给孩子自由和独立的空间，有自由
的孩子，才能学会自我控制。

为家长推荐的书：
《家庭成就孩子》
《新家庭如何塑造人》
《幸福心帮助》
为家长推荐的电影：

《青春派》

□记者 杨寒冰 实习生 赵丹 文/图 加拿大诚信教育
从幼儿开始

诚信是世界沟通的语言，
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少
年儿童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
从小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和思
想，其言行就会受到什么信息
和思想的影响。要想使人形
成诚信的生活习惯，就必须从
幼儿园和小学开始进行诚信
教育，家庭、社会也要构建诚
信塑造场。

诚信比成绩更重要

这天上午，加拿大温哥华
机动车驾驶员考官罗伯特带着
驾校的几名考生去路考。抵达
考场后，一名来自亚洲某国的
女考生趁人不注意，给罗伯特
塞了一个红信封。罗伯特打开
一看，发现信封里装着200加
元。罗伯特看了考生一眼，犹
豫了一下，把信封交给了上
司。结果，该考生不但不能参
加路考，还以“贿赂政府官员”
为由被法院起诉并被罚款。

罗伯特说：“我当时很可怜
那名女考生，所以犹豫了一下，
但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和我们的
规定告诉我，我必须如实上报，
不然就是不诚信。”

诚信计入学生档案

加拿大魁北克某大学华裔
教授苏展说：“这件事说明，诚
信已成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的
一种下意识或生活习惯。因为
这是加拿大人的道德底线。你
可以为己，但不能损人，这就是
规则。”

加拿大人的诚信习惯，得
益于从幼儿园、中学到大学的
诚信教育及家庭成员的正面影
响与社会的规范。在幼儿园，
老师采取讲故事、做游戏、参加
集体活动等方式培养孩子的诚
信习惯，特别注重赏罚分明，表
扬守规则者，批评或惩罚撒谎
者。在中学和大学，诚信教育
受到高度重视，成绩好固然重
要，但若学生考试作弊或抄袭
论文，则面临被取消考试成绩、
不能毕业的危险，而且要记入
学生档案，导致今后在社会上
难以找到好工作。

苏展教授说：“加拿大人认
为诚信是一种很低、很实际也
较容易让人接受的道德要求，
比较容易做到自律。一个社会
过多宣扬多数人做不到的‘闲
人道德观’，不从大家有可能做
到的诚信着眼，这个社会的诚
信就难免成为问题。”

□邓迪心

十一二岁的孩子，正上小学五六年
级，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你以为他们还
小，没什么烦恼？不，他们有！

来看看他们给赵京鸽老师说了哪些
心里话。

学生甲：“虽然我的身高略高于这
个年龄的平均身高，但是在班里还不算
太高。有同学嘲笑我：‘你能不能再高
点儿啊，你这样的身高，我怎么好意思
站在你身边呢？’这让我很气愤，但是我
无能为力。”

学生乙：“爸爸妈妈一遇到烦心事
儿就拿我出气，姐姐玩游戏不顺利，也拿
我出气。虽然我是一个小孩儿，可我也
是人啊！有时我心里委屈，想从妈妈那
里获得点儿安慰，可是换来的是更严厉
的批评。于是，我只能躺在床上默默地
流泪……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开开心心
的，心灵不受伤害。”

学生丙：“我是一个表面看很快乐的
孩子，但是，谁又会知道我的悲伤呢？爸
爸妈妈总是吵架。我恨他们，我又很爱

他们。”
学生丁：“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身

上的汗毛。那天，在公交车站，一堆人在
我背后议论，一个男的还拍拍他身后的
女的，示意她看我。虽然我装作没看到，
装作不知道，但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我
不想让别人议论我。”

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和妈妈的关系
不好，月经初潮，不敢跟妈妈说，也不好
意思让同学知道，吓得不敢进教室。

孩子的这些烦恼，家长你知道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慢慢有了自
己的烦恼，有了心事。可是，家长并没有
关注到。

不少家长将关注点集中在如何为孩
子选初中，如何让孩子提高成绩，如何让
孩子更听话上。

由于关注点的不对称，家长和孩子
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然而，很多家长
没有意识到，有些即便意识到了，也不知
道原因在哪里。

来看看“三季人”的故事，故事不真
实，但是道理是实实在在的。

有一天，孔子的一个学生在门外
扫地，来了一个客人，客人问他：“你是
谁呀？”他很自豪地说：“我是孔子的
学生！”

客人说：“那太好了，我能不能请教

你一个问题？”学生很高兴地说：“可以
啊！”他心想：“你大概要出什么奇怪的问
题吧。”

客人问：“一年到底有几季呀？”学
生心想，这种问题还用问吗？于是便答
道：“春、夏、秋、冬四季。”客人摇头
说：“不对，一年只有三季。”“你搞错
了，四季！”“三季！”最后，两人争执
不下，决定打赌：如果是四季，客人就向
学生磕3个头。如果是三季，学生向客
人磕3个头。

孔子的学生心想自己这次赢定了，
于是准备带客人去见老师孔子。这时，
孔子从屋里走出来，学生上前问道：“老
师，一年有几季啊？”孔子看了一眼客
人，说：“一年有三季。”这个学生吓坏
了，可是他不敢马上问。 客人马上说：

“磕头磕头！”学生没办法，只好乖乖地
磕了3个头。

客人走了以后，学生迫不及待地问
孔子：“老师，一年明明有四季，你怎么说
有三季呢？”孔子说：“你没看到刚才那
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吗？他是蚂蚱，蚂
蚱是春天生，秋天就死了，他从来没有见
过冬天，你讲三季，他会满意，你讲四季，
讲到晚上都讲不通。你吃亏，磕3个头，
无所谓。”

故事告诉我们：对于别人没有经历
过的事情，你讲得天花乱坠，他也不一定
有感觉，不一定认同。其实，家就是讲爱
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长不能将
自己经历后明白的人生道理强硬地传授
给孩子，因为，孩子没有经历过，他无法
完全明白。

孩子的不良情绪和家长有关

读“三季人”的故事明白家教的道理

生龙活虎的孩子在想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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