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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教C14

在洛阳晚报小作家群里（QQ群
号：619286759），不少家长向王海玉求
教孩子记诗词等知识点的方法。王海
玉说，让孩子结合生活场景，把诗词编
成故事画出来，能让孩子记得更牢。

在给记者展示的春夏秋冬词汇画
中，泽宇用了几幅类似思维导图的画：花
儿代表春，果树代表夏，红叶树代表秋，
梅花树代表冬。春天的花瓣上，写上燕
子、野菜、风筝、春雨、养蚕等代表春天的
词；夏的果树上，挂满了写有夏虫、蚊子、

西瓜等词的果子……
“这些词可以写到作文里，孩子把

它们画出来，再把这些讲给我听，就能
加深记忆。”王海玉说，此外，孩子喜欢
地理，还画了中国地图，并把周边的国
家位置标了出来。

王海玉说，对孩子付出多少，家长
就能收获多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她也学到了很多。平时，她会背泰戈尔
的散文、李白的诗歌等，不断丰富自己，
并把这些知识教给孩子。

锦绣文章咋写出？本刊签约小作家李泽宇的妈妈说——

孩子作文想写好 家长要当有心人
□见习记者 张瑜 文/图

“刚才妈妈停车时，找了半
天都没有找到车位，谁知一转
头看到一个，真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和
李泽宇的交谈中，他几乎每句
话都带成语或诗词。就读于洛
龙区双语实验学校一年级的李
泽宇是本刊《作文秀》栏目的签
约小作家，以一篇作文《我爱隋
唐城遗址植物园》（详见11月7
日C15版）让小编惊艳。

虽然文笔稚嫩，但对一年
级小学生来说已属难得。7岁
的他是如何掌握那么多成语，
并能灵活运用诗词的？让我
们去打探一下！

“这个月特朗普访华，我
制作了‘40多年来访华的美国
总统’集合，上面的尼克松是
1972年来中国，待了一周，访
华时坚持用筷子吃饭，精神可
嘉；福特1975年访华……”初
见李泽宇，他侃侃而谈，从历
史到现代，从成语到诗词，都
能如数家珍。

李泽宇一出口就止不住，
他的妈妈王海玉说，这与孩子
从小爱模仿分不开。

“他3岁时吃饭，我说‘宝
贝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
孩子去姥姥家吃饭，回来跟我
说‘妈妈，我在姥姥家吃得津
津有味’。”王海玉说，当时，她
很惊讶，孩子这么小就会模仿
大人的用词。

孩子3岁之后，王海玉刻意在生活
中与孩子说成语，并简单告诉孩子成语
的意思。久而久之，孩子就积累了很多
成语。

“有一次我带泽宇去隋唐城遗址植
物园，看到路边的灯柱上有一句诗‘近
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我就
带孩子找这句诗的景色。我们找到了
一枝柳芽，我告诉孩子，迎着阳光的柳
芽，光照自然好得多，所以发芽就早，向

阴的一面没有发芽，这就是‘向阳花木
易为春’。”王海玉说，与生活结合，这样
孩子理解得更深刻。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早晨叫孩
子起床，我会说：‘泽宇，早起的鸟儿有
虫吃哦！’他问是什么意思，我就趁机告
诉他含义……”王海玉说，成语、诗词、
俗话……不管孩子懂不懂，都要跟孩子
多说，并鼓励孩子自己在生活中多说。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学会应用。

□见习记者 张瑜

“真是快被气炸了。”上周，刘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被同学打得眼睛都
青了，也不哭不还手。她想知道，究
竟是娃太老实了，还是自己的教育方
法有问题？

刘女士的儿子今年7岁，喜欢围
棋，刘女士就给他报了围棋班。谁知，
第一节课就发生了意外。上围棋课
时，儿子看不清黑板，看到前面小朋友
站起来，自己也站了起来，结果挡了其
他小朋友的视线，还被小朋友打得眼
睛都青了。事后，虽然对方家长道了
歉，但刘女士还是很气愤。不过，令刘
女士最恼火的是，孩子被打后竟然不

哭也不还手，连保护自己都不会。
“孩子遇事忍着，忍到最后就任

人欺负，没有原则和底线，这与家长
过度包办有关。”景华实验小学四年
级班主任连艳艳说。

涧西区实验小学心理辅导老师
马菲菲认为，孩子被打后不哭不还
手，家长应反思：是不是平常对孩子
管得太宽、照顾得太多，导致孩子没
有独立性，不会与人交往；是不是孩
子以前受欺负时，家长没当回事，孩
子得不到安慰，再受欺负就不愿向家
长说；是不是家长从小教育孩子要当
男子汉，被打后不能还手，却没教孩
子学会明辨是非、自我保护，所以不
会解决棘手问题。

那么，家长该怎样教孩子不被
欺负？

道北路小学校长智艺博建议，对
于幼儿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说，
他们被欺负时进行适度还击，不会对
对方造成太大的伤害。家长可以模
拟这类场景，假设父母是欺负孩子的
小朋友，主动打孩子，让孩子还手，如
果孩子不愿意，就拿孩子的手还击，
锻炼孩子的还手能力。家长要告诉
孩子，被打时，可以和打人的孩子沟
通，问“你为什么打我”，看是谁的原
因。如果是孩子的原因，要跟对方道
歉。如果是对方的原因，就要及时告
诉老师和家长。如果老师处理不公，
家长可出面与对方家长沟通。

家长@老师

孩子眼睛被同学打青了，既没哭也没还手，家长很难过——

儿子 你老实得让妈妈心痛

学霸突然不肯上学了

洛龙区李女士：今年5月，我上高一
的外孙突然不想去学校了，每天窝在家
里打游戏，饿了叫外卖，气得我哭了好几
场。孩子父母忙，所以他是我一手带大
的，从小学起就是学霸。我实在想不通，
他怎么成了现在这样？

心理咨询师朱会玲：老人的照顾，不
能代替父母的爱和陪伴。父母欠“账”太
多，孩子遇到一个促发点，压抑的情绪就
会爆发。

这个孩子从小表现出来的优秀，不
是内心真实的渴求，而是为了引起父母
或他人的关注。当青春期或三观尚不稳
定时，遇到某个转折性事件，很容易因为
找不到优秀的意义而自我放弃。

目前，父母要做的不是对抗、指
责，否则会彻底毁了孩子。只要孩子
不违法，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即便他
在打游戏，也要适时表达认同，给他

“即使我是废物，爸妈也不会抛弃我”
的感觉。只有孩子内心得到满足，才
会思考“难道我真的要成一个废物”，
然后再引导。 （吕玲玲）

8岁儿子喜欢亲女生

涧西区马女士：儿子 8 岁，上二年
级，同桌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儿子很喜欢
亲她，有时趁人家不注意亲一下就跑
了。老师找我说了多次，弄得我好尴尬！

涧西区实验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徐
艳丽：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一
种是父母经常当孩子的面有亲昵举
动；一种是妈妈经常带儿子，喜欢亲儿
子。小孩子模仿能力强，受大人的影
响，认为亲别人是表达喜欢的方式，也
学着这样做。

建议家长在孩子面前不过分亲
昵，经常给孩子说“男女有别，可以和
女生一起玩儿，但不要抱别人、亲别
人”；多让爸爸带孩子外出，做竞技类
运动，比如打篮球、踢足球等，锻炼男
子汉气概；让老师安排孩子和性格开
朗的男生坐同桌，转移其注意力，淡化
亲昵行为。 （王晓丹）

孩子作弊该咋办

涧西区王女士：期中考试时，四年级
的儿子竟然写小纸条作弊，老师严厉批
评了他。孩子说怕考不好才作弊，我该
不该打一顿让他长记性？

涧西区英语学校教师周崇俊：低学
段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作弊，动机比较
单纯。他们还不清楚成绩的意义，作
弊多因家长较看重分数，孩子怕考得
差挨训。

此时，家长不能轻描淡写，必须让孩
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以说“考场的
行为代表着诚信，这次作弊了，老师和同
学会怎么看你？以后就算凭真本事考好
了，别人也不会相信你”等。家长还要告
诉孩子，成绩固然重要，但靠努力才有
用。交谈时别太严厉，也别打孩子，以免
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寇玺）

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过
难题吗？想找专家支招吗？拨打电
话13838455834倾诉，我们将找
专家为您把脉开方！

求师问教教子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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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留心皆学问 家长要做有心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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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要让孩子学会明辨是非、自我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