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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山石山石

之第九十三讲

“炼”就好家长
给孩子满满正能量

□记者 杨寒冰 实习生 赵丹 文/图

青春期的孩子，难免有点小懵
懂。如果哪位家长不小心被老师叫
去了，说孩子与异性交往过密，家长
千万不要如同打了鸡血一样，见到孩
子后，第一时间要逼迫孩子说出个一
二三来。

逼迫，只会让孩子开启自我保护系
统，对家长进行全方位的防御，家长什
么都别想了解。

对异性好奇，对十四五岁的孩子来

说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咋引导。大吵
大闹只会事与愿违，孙玲玲告诉家长，家
长知道以后要憋着，因为冲动是魔鬼。

三天之后再交流。三天后，家长的
火气下去不少，孩子的忐忑消除不少，
此时交流效果最好。

怎样交流？家长可以这样说：“孩
子，老师一给我说那件事，我头都大了，
这三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我哪里做
错了？为啥我的孩子要到别人那里寻

找温暖，而不来找我？孩子，我哪里做
错了，你批评我吧。”

初中生异性交往过密，那不叫早
恋，其实，他们是在寻找温暖。如果孩
子愿意跟你说，那是好事，家长要认真
听、耐心听。家，应该成为孩子的心理
垃圾场，当孩子把心理垃圾倾倒干净
后，自然会心情愉快地去学校。

总之，努力成为好家长，才能培养
出好孩子。

孙玲玲 国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师、国家家
庭教育指导师、全国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小学高
级教师

◆种植正能量，比成绩重要
◆种植理想，比唠叨重要
◆陪伴孩子，比说教重要

初三的孩子，十四五岁，心理年龄却只有六七
岁，原因何在？出了问题，家长是该批评孩子，还是
检讨自己？面对老师的“告状”，家长该如何处理？

教育大讲堂第九十三讲，孙玲玲老师一一告诉
你答案。

家长工作忙，孩子上学忙，一天见
面的时间并不多。难得见面，家长都和
孩子聊些啥呢？很多时候，对话内容是
这样的：

家长：作业写完没？
孩子：哎呀，你别管了。
家长：上课听懂没？
孩子：还行。
家长：这次考试考啥样？
孩子：差不多吧。
…………

难得的聊天时间，内容全部与学习
有关。

这样的对话，只会让孩子离家长越
来越远，不想见面，不愿交流。孩子会
觉得：爸爸妈妈只关心我的学习，我就
是个学习机器，不是他们的宝贝孩子。

这样的教育，只会让孩子在十四五
岁的年纪拥有六七岁的心理年龄，因
为，他们只会学习，很少有机会参与家
庭生活，体验社会活动。

怎么办？家长要改变。见到孩子，

家长可以问：“作业写完没？”就此一句
即可，后边训斥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家长学会示弱，孩子才能长大。遇
到家庭事务，可以带孩子一起做，当家
长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时，可以问问
孩子，让孩子提提意见。

如果家长足够勇敢，甚至可以让孩
子掌管一个月的家庭财政大权。有人
曾这样试过，一个月后，孩子像变了一
个人，再也不随便要这要那了，而且跟
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好。

心理学有个名词叫“共情”，就是要
学会接纳对方的感情，体验对方的心理
世界，说出对方想说的话。其实，在家
庭教育中，家长也应该学会与孩子共
情，和孩子同位，说出孩子想说的话。

比如，孩子某一次考试没考好。一
般情况下，家长会非常恼怒，会训斥孩
子,有的家长甚至更猛烈：“瞅瞅你，再
看看那谁，人家一天到晚都在学习，你
整天啥样子，就不知道好好学习，将来

考不上高中，看你咋弄……”
这样做后果会如何？孩子很生气，

很伤心，家长又气、又悔、又心疼。至于
为什么没考好？以后该咋办？这样的
关键问题，一点儿没有得到解决。如果
换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

家长：孩子，你这次没考好，是不是
你会的题考试都没出，出的题都是你不
会的？

家长：孩子，我知道，其实你可想考

好了，可是一看到试卷，头一下子就蒙
了，结果就没考好。

这些话，经常是孩子为自己没考好
找的理由，但如果从家长口中说出，孩
子会认为爸爸妈妈非常理解自己，事后
一定会带着感激，认真学习。

家教专家贾容韬认为，孩子犯错
时，正是家长教育孩子的良机。不过前
提是，家长不要指责孩子，要对孩子充
分理解与接纳。

“老师一告状就怒发冲冠”型家长：孩子犯错家长先憋着，三天之后再交流

“好孩子总在别人家”型家长：站在孩子角度想问题，学会理解和接纳

“一聊天就问学习”型家长：要将孩子当成家庭成员，而不是学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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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
奖励孩子，一般会用代币的方法，比
如发小红花，盖印章，贴五角星，等
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礼物。
这样的奖励，尽管在短时间内有效，
但因为缺乏引导，孩子的“收集”热
情会很快消退。

美国人觉得，用物质奖励孩子，
不利于孩子建立内在的驱动力，他们
奖励的方式是让孩子享受特权和自
由，让孩子体验荣耀感，培养责任感，
增强自信心。

将“荣耀感”变为特殊奖励

在美国学校，老师会对遵守秩
序、懂得分享、分工合作、照顾幼小、
积极参加活动、尊重他人的孩子给
予奖励。他们会给孩子特别优待，
来享受因为个人努力而获得的荣
耀，如可以坐到离老师最近的位置，
第一个选择玩具或游戏项目等。

老师还奖励优秀的孩子自主
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绘本给老师读，可以从
家里带喜欢的CD作为午间播放的
音乐。

另外，老师还会通过让孩子
变得“与众不同”，来体验受到奖
励的荣耀感。比如，其他孩子用
普通的水彩笔，被奖励的孩子则
可用荧光彩笔；或让孩子当老师
的助手，给其他同学布置任务，甚
至还允许孩子邀请校外嘉宾来班
上做客，他和客人的名字会被多
次提起。

用奖励满足孩子内心需求

美国家庭，父母奖励孩子也是
从真正满足孩子内心需求出发，激
发其内在动力。

比如，给孩子半天与父母单独
相处的时间：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
工作或朋友。或者给孩子2小时，
完全让其自由分配：2个小时里，平
常受限制的事，孩子可以玩个痛快。

给孩子一项“特殊权利”，也被
用在家庭教育中。比如，由孩子为
第二天的晚饭点餐：即使平时不允
许吃的食物，父母也给孩子做。

孩子们觉得，这才是他们真
正渴望的奖励，因为他们得到了
特别的尊重、关注与自由。在一
次次奖励中，他们的责任感、荣耀
感、成就感得到了激发。

美国人奖励孩子
不用小红花

□郑环明

（资料图片）

孙玲玲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