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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担心儿子养猫影响学习，前
几天，市民杨先生把家中的猫悄悄
送人了，却骗孩子说，把猫寄养在
宠物医院几天。这两天，儿子一直
催他把小猫接回家，杨先生发了
愁：不知该如何向儿子解释。

平心而论，养宠物的好处，很
多家长也清楚，只是担心这些可爱
的小生命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所
以，家长们不是粗暴地禁止孩子
养，就是像杨先生一样当孩子养了
宠物以后偷偷“处理掉”。他们很
难意识到，这种做法带给孩子的伤
害有多大。

在家庭教育中，很多父母只重
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常以爱的名义做
出一些让孩子难以接受的事儿——

“我骂你，是为了你好，让你改掉坏毛
病”“我打你，是为了你好，让你长点
儿记性”“我给你报那么多辅导班，
是为了你好，让你长大能找个好工
作”……这样的话，相信很多家长说
过，很多孩子也听过。效果怎样？
并不像父母们想得那么好，有的甚
至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

父母都爱孩子，但“有爱”不代
表“会爱”。会爱的父母，用孩子能
接受的方式去爱；不会爱的父母，

用自以为是的方式去爱，不顾及孩
子的真实想法。这样的爱用力过
猛，以至于那浓烈的“爱”灼伤了孩
子的心，父母还浑然不觉。

有位教育专家说：“最好的教
育，不是你以爱子之名做过什么，
而是你忍住，不做什么。”孩子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思
想，如果家长能把“我是为你好”换
成“你同意吗”，把训斥变成理解，
把控制变成放手，亲子关系就会从
疏离变成亲密。

给予孩子理解、尊重和空间
吧，别再以爱的名义伤害他们。

6 日，洛阳市神龙水上义务搜
救队启动 2017 年度水上安全教育
活动。

气温渐渐升高，选择去公园坐
船、游泳的人也多了，这样的水上
安全教育来得正是时候。

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自然水
域，及早、正确的水上安全教育和
预防，可有效避免事故，专业搜救
队进校园讲授水上安全知识很有
必要。

这里，我想说的是，水上安全
教育，入脑更要入心。

对于学生的安全教育，不能只
发小册子，上一堂安全课，还要注
重体验式教学，学生需要更多的体
验式介入，家庭、学校、社会应创造
更多实践和学习的机会。

直观、具体的安全教育方式比
概念化的宣讲内容实用得多，通过
模拟水上逃生、练习穿戴救援设备
等方式，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安全应
对技能，收到的实效应该会更好。

学校应创新安全教育方法，根
据 青 少 年 发 展 的 规 律 ，寓 教 于
乐。有网友建议，孩子有喜爱玩
游戏的天性，学校可将安全知识
设计成线下游戏植入中小学体育
课中，把安全防范的攻堡垒、水上
自救防范、救火等内容设计成真
人游戏；开发类似 APP 游戏，将安
全知识融入其中，巧妙地将应对
突发事件、安全防护措施等内容
变成闯关环节。

同时，学校和家长还要多给孩
子上安全课，如教育孩子发现有人

落水要“智救”（在岸边大声呼救，
拨打110报警）；教育孩子在乘船游
玩时不在船上打闹；教育孩子在外
出游玩时，细心观察地形，努力保
障自身安全等。

同时，社会还须通过法律方式
将家庭、学校、社会的相关监护责
任细化，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

□史遂应

孩子被欺负，是“打回去”，还是忍下
去？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让孩子“打回去”，就是教孩
子“以牙还牙”。孩子的心灵是一方净土，
种上善良，终会开出仁爱的鲜花；种上仇
恨，就会长出凶狠的幼芽。

看过一个报道：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女
孩，在学校受了同班一个胖男孩的欺负，
回家向其父母哭诉。父母让其在同一学
校上四年级的哥哥替她“打回去”。一天
中午放学，胖男孩和这兄妹俩走到水库
边，女孩的哥哥突然挥拳向胖男孩打去，
胖男孩为了躲闪，一不小心掉进水库。中
午时分，四野无人，几名小学生束手无策，
眼看着胖男孩几经挣扎，沉入水底……

这当然是极端的个案，但当孩子们
“打回去”时，家长往往不在场，根本无法
控制与预料孩子打回去的力度与位置，一
旦出现意外，悔之晚矣。

一个孩子被欺负，双方家长都要“发
力”：施暴方家长要教育孩子知错就改，
受欺方家长要教育孩子宽容。通过这
种方式化解矛盾，使孩子们和好如初，
也让孩子明白：以牙还牙不是刚强，而是
色厉内荏。

水上安全教育，入脑更要入心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安全教育，要注重体验式教学，家庭、学校、社会应创造更多实践
和学习的机会。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会爱的父母，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不会爱的父母，用自以
为是的方式去爱，这样的爱用力过猛，以至于那浓烈的“爱”灼伤了孩
子的心，父母还浑然不觉。

“有爱”不代表“会爱”

别教孩子“以牙还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