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优秀离我们越远
为啥还要让孩子飞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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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寇玺 见习记者 赵丹

优秀的孩子有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长大后可能离父母越来越远，可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父母希望孩子优秀？读书
时，第一名的孩子永远是老师、家长口中
的榜样，然而，这些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
会永远第一吗？

关于孩子的成长，家长们总有聊不
完的话题，本刊微粉儿对上述话题也颇
有见解，一起来听听吧！

关键词：优秀 幸福感

标题：《孩子越优秀离我们越远，为
什么我们还要让他们努力？》

推送时间：3月25日
三个孩子，最优秀的A留在美国，

父母守空房；比较优秀的B，在北京结婚
生子，父母花了毕生积蓄为他买房，自己
却在小城市省吃俭用；成绩不佳的C，留
在小城市的父母身边，花不了很多钱，日
子就能过得很“滋腻”。这三种生活，洛
阳家长会怎么选？

美好人生：我女儿读初二，孩子爸坚
决赞同A的生活，希望女儿能够努力变
得优秀，只有这样，才能一代比一代强。

一米阳光：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
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
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

择有意义、
你喜欢的工
作 和 生 活 ，
而 不 是 被 迫
谋生。

荷兰猪棉
花糖：孩子在外
发展这件事，一直
让我很纠结。以前
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
今天终于明白了，我培养孩
子不怕她飞得远，这是我深沉的
爱的体现。

向着太阳微笑：我选择陪伴孩子成
长，而不是让孩子陪伴我变老。

关键词：第一名

标题：《总是考第一名的孩子，后来
怎么样了？》

推送时间：3月26日
一个男孩，从小是学霸。长大后，进

入社会却处处碰壁，失业三次，最终沦为
“家里蹲”……妈妈很是不解：“我那么优
秀的儿子，怎么就成这样了？”

沙漠胡杨：社会是个大舞台，你不适
应就下台。

兜兜看雪：教育绝不是分数高、读名
校那么简单，应该为孩子未来融入社会
作准备。

桃芬：教育孩子就是要让孩子适应
社会，而不是让社会或者别人都适应自
己的孩子！小时候在某某方面多优秀
的孩子，如果不懂怎么谦虚做人，不会
吃苦也是没人喜欢的没用之才。

寻找自己：物极必反，片面强调成
绩当然不行。但是，总酸溜溜地批判学
习好的孩子都低能，绝对是一碗毒鸡
汤。当年中科大“少年班”的学生，现如
今依旧是神一样的存在。

□见习记者 赵丹 文/图

硬币放在桌子上，为什么突
然消失了？今天，和景华实验小
学科学老师李玲，一起见证硬币
消失的全过程吧！

实验步骤

第一步 将一个空的透明玻
璃杯放在硬币上，此时，可透过
玻璃杯观察到硬币。

第二步 往水杯里倒入三分
之一水，从视觉上，你会发现硬
币上升。

第三步 继续往水杯中加
水，你会看到压在玻璃杯底部的
硬币消失了。

实验原理

这个实验利用了光的全反
射原理。光从玻璃杯底透过玻
璃进入水中时，发生了折射。因
为光是从光疏媒质进入光密媒
质，所以折射光线全都向法线方
向靠拢，这使得大部分光线以很
大的入射角射向杯子的侧壁，因
此发生了全反射。硬币发出的
光线又折回水中，从杯口射出，
这时从杯子的侧面看不到硬
币。不过，从杯口往下看时，那
个硬币还在杯底。

想一想

我们平时在池塘里看鱼，看
上去它们好像离水面很近，其实
它们都在池塘底部，这是为什
么？把筷子插入水中，筷子变
弯，这又是为什么？

七嘴八舌

孩子组词“真造”“真的”被判错，家长不解——

“真的”没有错 老师为啥打叉呢

赶快加入我们吧
●洛报教育高中群（QQ

群号：521345851）
●洛报教育初中群（QQ

群号：438266522）
●洛报教育小升初群

（QQ群号：478625402）

消失的硬币

□记者 焦琳 寇玺

学生用“真”字组词“真的”，被老师判错，这
是为啥呢？孩子有话不明说，总让家长猜，这又
是为啥呢？这些有趣的小事儿，引发了本刊粉
丝们的激烈讨论。

依依：我儿子上一年级，前几天老师布置作
业，让用“真”字组词，一个学生组词“真造”和

“真的”，老师批改作业时判他答错了。我觉得
孩子组词虽然口语化，但也不算错啊！

东升一小家长杨：正确答案应该“认真”“真
诚”这类词语吧？毕竟是刚开始教孩子认字，还
是严谨些好。

花儿朵朵开：孩子年龄小，掌握的词汇量
少，当然是从身边找例子了。老师一棒子打死，
我认为不合适。

东升二小余晓老师：孩子组词“真的”，虽然
不错，但有更好的选择。低年级学生处于学习
传统汉语的起步阶段，家长应该引导他们养成
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习惯。使用有实际意义的
词语，方便他们理解每个字的意思，更有利于记
住这些字词。不过，单纯地说孩子错了也不合适，
我平时布置组词作业时，会提醒孩子少使用“着”

“了”“的”，还有“很”“太”这类修饰词，不然，很容
易组出千篇一律的词语，比如“很好”“很高”“走
了”。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只会组这些词语，不妨
教他们一些简单、易懂的词，增加孩子的词汇量。

宝姐姐：昨天，我和妈妈带着
弟弟去超市。走到饮料区，弟弟眼
巴巴地看着旺仔牛奶对我妈说“妈
妈，我渴了”，他小声说了好几遍，
妈妈却一直装作没听见。后来，我
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弟弟说“你
想喝什么直接说，说了妈妈就给你
买了”，但弟弟依然不说，只是用眼
睛的余光瞥妈妈，还不停地重复“渴
死了，好渴呀”。

洛报教育小编：喝饮料对身
体不好，估计你妈妈不想让他
喝，又不想多费口舌，所以装作
听不见。

宝姐姐：我妈经常这样。对于
一个四年级小朋友来说，拐弯抹角
地提要求，会不会太有心机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沈会芝：
这只是孩子不好意思坦诚表达想
法和欲望的一种方式。如果孩子
出现这样的行为，家长首先要反
思，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是不是也

“拐弯抹角”呢？孩子曾经坦率过，
但遭受家长多次的打击后，他们不
敢直接说了。

宝姐姐：我明白了，的确是

这样。在家里，妈妈很严厉，爸
爸经常打骂弟弟，很少满足他的
要求。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沈会芝：
对，当孩子知道自己的要求可能被
拒绝时，他的内心是煎熬的，于是，
只能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试探妈妈
的口风。

如果家长希望孩子变得坦率，
自己首先要坦率。以买饮料为例，
家长可以对孩子说“你不直接说，
我会猜得很累；如果你能直接告诉
我想要什么，我会很开心”。对于
不触及原则的小要求，家长不妨适
当满足。

关键词 组词作业

关键词 说话不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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