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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孩子兴趣 需要适度“纵容”

徐
广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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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暗示 能带
给孩子力量

秋雨沥沥，天气渐
凉，儿子没有及时加衣
服，晚上着凉了，没胃口
不想吃饭。

孩子的爸爸回来后，
看到孩子难受的样子，马
上去找药，他要给孩子吃
清热解毒的药。但是，我
不赞成给孩子随便吃药，
更相信精神的力量。于是，
我对他说，孩子看起来没那
么严重，睡一觉就会扛过
去。然后，我又和孩子说，你
身体很好，偶尔受点儿凉，身体

是有自愈能力的。最后，孩子没
有吃药，蒙头睡了一晚，第二天就

精神抖擞了。
我想，这是积极暗示的力量。

过了几天，我在小区遇见一对父
子，他的儿子穿得比较厚，玩了一会儿

有点儿热，要脱衣服。这位爸爸立马阻
拦，还对孩子说，脱了会感冒，要打针。他
否认了孩子的真实感受不说，还给孩子消
极暗示。

过一会儿，这位爸爸来和我聊天，我说，
你不能否定孩子的真实感受，他觉得热，那
是他真实的感觉。你即使担心孩子感冒，也
不要说出来，这会起到暗示作用。你应该
说：“我知道你有点儿热，热了会不太舒服。
不过，晚上天凉了，我们等会儿到家里就可
以脱掉外套了。”这时，你可能还是担心，你
的表情和行为都无法真正放松，虽然你并没
有说出来你的担心，但起码做到了不从语言
上给孩子消极暗示——这是家长成长的第
一步。

如果再进一步，你需要从心里消除这
种担忧，你的担忧是从过去看孩子生病、
带孩子看病等不舒服的经历中得来的，
而不是出于对孩子当前真实客观的判
断。你要相信你的孩子现在已经越来越
健康，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他有能力抵御
风寒了——这是家长成长的第二步，需
要更长时间的修炼。

对孩子 要多祝福少担忧

要锻炼出这样的智慧，唯一的途径就是
学会察觉情绪和念头，了解人心运作的秘
密。每个父母都会担心孩子的健康，如果孩
子生病，不少父母会马上联想到各种吃药打
针的忙乱景象，于是，恐惧、焦虑裹挟了他
们，他们不自觉地再把这种恐惧、焦虑附加
到孩子身上，以为真的是孩子的问题导致
了他们的担忧和害怕，于是，各种过度的担
忧行为开始产生，带孩子吃药、打针、不停
地询问孩子感受（这样又会强化和暗示孩
子不舒服的感觉）。更有甚者，有的父母过
度照顾和担忧孩子，只是为了给旁观者一
个交待——你看我是多么负责的父母。

当然，这种心理机制的运作，大多在潜意
识层面就完成了。察觉的任务，是要能够分
清这种担忧的源头来自哪里，如果你能分清
楚，这是自己过去的负面经验和感受在作祟，
而少部分才是孩子的问题带来的，你就不会
被负面的念头困扰，你会把担忧变成相信和
祝福，因为祝福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本文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老师）

多去科技馆
孩子收获多

□段昊

周末没加班，我带孩子去
了一趟市科技馆。

在科技馆门口，我们首先
看到了可爱的迎宾机器人。据
工作人员介绍，它集成多项智能
技术，能与人进行语音对话，还能
对科技馆进行介绍及导览。

工作人员说，这个迎宾机器人
还能记住观众的长相，等下次再见
面就能叫出观众的名字。

科技馆新上了许多展品，对孩子
们很有吸引力：影子迷宫是一个四面
都是镜子的迷宫，进入迷宫，到处都
是影子。我和孩子找了半天，才找到
出去的路；隐身屋也很有意思，进入隐
身屋之后，外面的观众只能看到里面观
众的头却看不到身体，非常神奇；计算
天地、洛书九宫格、激光音乐喷泉、化学
方程式拼图、虚拟实验书、四季天气、模
拟滑翔伞、吹蒲公英等都很好玩儿。

最令孩子兴奋的还是机器人，除了
进门的迎宾机器人，科技馆还有舞蹈机
器人——5个小机器人在一个小舞台上
随着音乐舞蹈。它们做整齐的动作，引
得大人小孩前去围观。

我的孩子在一个表情模仿机器
人前玩了很久，这是一个有卡通头
像的电脑屏幕，屏幕上方的摄像头
可以捕捉观众的表情，让卡通头像
模仿观众的表情。互动时，观众站
在屏幕的对面，你眨眼，它就眨眼，
你歪头，它就歪头。

画像机器人也很有趣，它可以为
观众拍照，仅用5分钟就能为观众画
出惟妙惟肖的速写人像。

魔方机器人非常厉害，观众把
魔方随意打乱，递给魔方机器人，它
几分钟就能把魔方拼好。这些机
器人都代表了先进的机器人技术。

不知不觉，一下午的时光过
去了，这一下午，孩子兴趣十足，
见到新奇的东西就问：“这是什
么？”好几次，我都无法回答。
闭馆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孩
子还意犹未尽。

这次到科技馆，不仅让孩
子开阔了眼界、接触了科技，
也让我充了电。对家长来
说，带孩子在家看电视是玩，
到游乐场也是玩，但是，这
些“玩法”都不如带孩子到
科技馆玩。在科技馆，
孩子能在玩耍中学到
知识，有空多带孩子
到科技馆吧！

徐广晖是一名警察，工作时，他雷厉风行，可一提起在中国音乐学院
读书的女儿，这个中年男人就会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成绩优秀，性格乖巧，还弹得一手好琴，只要念叨起女儿豆豆，徐广
晖总是满脸笑容。他的女儿是艺术生，文化课成绩也不错，许多朋友向
他讨教教子秘方，他都会摆摆手说：“哪有什么秘方，就是尽全力让女儿
开心成长而已。”

广撒“兴趣网”打捞真兴趣

和多数家长一样，徐广晖希望女
儿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画画、弹
电子琴、书法、跳舞……只要豆豆
喜欢，他都会鼎力支持，让女儿去
尝试，尝试多了，豆豆就找到了自
己最感兴趣的事。

“女儿告诉我，她最喜欢弹
琴。”徐广晖说，他为女儿买了钢
琴，逐渐停掉了其他兴趣班，让
女儿接受专业的钢琴训练。

虽然让女儿专注学琴，但
徐广晖没有给女儿施加压力。
他说，要尽力而为，更要顺其自
然，刻意强求反而会适得其反。

在豆豆刚开始学钢琴的那
几年，徐广晖从未要求女儿考级
或是拿证书，他最常念叨的一句
话就是：“弹琴和玩儿一样，是很
快乐的事情，千万别变成负担。”

正是徐广晖的这种“放

纵”，保护了女儿对钢琴的
兴趣，而这种兴趣，也成为
支撑豆豆练琴的动力。“学
琴的路很苦，如果孩子一
开始就厌恶弹琴，就别指望
让她坐那儿练七八个小时了。”
徐广晖说。

巧妙引导孩子 提高练琴效率

练琴是一件需要耐力的事，尤其是
选择学习钢琴这条专业道路之后。豆
豆每天不仅要学习文化课，还要抽时间
练琴，她是如何在练琴的同时，还不耽
误文化课的学习呢？

“最重要的是效率要高。”徐广晖
说，每天重复做一件事，任何人都会觉
得枯燥，豆豆也不例外。当豆豆不想练
琴的时候，徐广晖从不强迫女儿，而是
与女儿做一笔“交易”。徐广晖说，他经
常为女儿制定短期目标，比如，当女儿
不想弹琴时，他就和女儿商量：“今天只

练20分钟，你就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但
是这20分钟必须非常认真。”

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往往会欣然接
受，非常愉快地练20分钟琴，如果女儿
练得非常好，徐广晖也不吝惜溢美之
词，他说，这样女儿既不会厌恶练琴，也
能从中学会坚持。

在豆豆高考前，每隔一段时间，她都
要到外地接受专业课的强化训练，徐广
晖再忙都会抽出时间送女儿去学琴。女
儿在教室学琴，他就站在门口等着。正
是他的默默陪伴，让豆豆扛过了高考前
最难熬的日子。徐广晖说：“我希望用自
己的行动陪着女儿一起坚持。”

智慧智慧树树树 □毛艳霞

祝福是最好的礼物

孩子不想练琴，那就少练几分钟；孩子兴趣减弱，
那就暂且不考级，这位家长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