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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文/图

“抬头挺胸，左脚起，走……”昨日下午，在
西工区014中心社区旁的茶室里，65岁的梅
晓玲跟着9岁的孙女梅蓝之练习模特步。梅
蓝之穿着汉服喊着口令走在前面，梅晓玲身着
旗袍跟在后面，祖孙俩配合默契，台步走得有
模有样。

“跟孙女学模特步，最早得从去年5月说
起。”梅晓玲说，她是一名退休教师，儿子、儿媳
工作忙，照顾孙女的任务就落到了她身上。平
时，她要做饭、接送孙女上下学、辅导作业，忙
得很。“去年，我看到几个好友在学走模特步，
有时还上台表演，特别羡慕。”她说，不过，自己
没时间学，心里挺遗憾。

有一天，梅晓玲翻看朋友发的走秀照片
时，忍不住发出了赞叹。一旁的孙女看出她的
心思，就说：“奶奶，你想学吗？要不我教你
吧！”梅蓝之虽然年龄小，但多才多艺，不仅会
跳舞、绘画、弹古筝，还学过三年模特步，是社
区里的小明星。梅晓玲对孙女很信任，当即就
答应了。梅蓝之对此很上心，当晚就制定了课
程表，还写了教学方案。

“挺胸收腹，不准笑！”从此，梅蓝之变成奶
奶的老师，从基本的站姿、手位、脚位开始教，
她手拿小木棍，奶奶哪里做得不规范就轻轻打
一下提醒：“腿站直，坚持住。”等奶奶打好基
础，梅蓝之开始教她走台步。

“我们有时在客厅练，有时在旁边的茶舍
练，室内地方有限，孙女还带我到社区小花园
练过，还引来过邻居围观。”梅晓玲笑道，起初
她有些不好意思，但看孙女教得一丝不苟，她
也硬着头皮练起来。渐渐地，祖孙俩成了社区
的一道风景，偶尔还会有邻居跟着学起来。

为了配合走秀，梅晓玲还订做了好几套旗
袍。今年春节，在家庭联欢会上，压轴节目就
是祖孙俩的古装模特秀。“家里人第一次看我
走秀，觉得我跟着孙女不仅变得自信，还变年
轻了。”梅晓玲说，再过一段，自己还打算和孙
女一起参加模特比赛。

对于“恐吓式教育”，洛龙
区一实小翠云路分校德育主
任武朵娟认为，“恐吓”，是一
些老人常用的教育方式，这是
因为孩子在10岁前自我控制
能力较差，有时能把人气得

“半死”，而老年人的精力、文
化水平有限，当耐心被消磨
殆尽，省时省力的“恐吓”就
派上了用场——这比反复讲
道理好使。

武朵娟说，虽然长辈们出
于保护或教导的目的才吓唬
孩子，但由于孩子的认知水平
有限，分不清真假，经常被家
长恐吓很容易失去安全感，甚
至产生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

“不过，‘恐吓式教育’
并非一无是处。”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张素霞说，对于
性格顽皮、屡教不改的孩
子，家长偶尔进行一两次

“恐吓”，能让他产生畏惧心
理，让他懂得一意孤行要承
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

“恐吓式教育”不能滥用，更
不能用装死、把孩子拉到公
安局等过激方式吓唬孩子，
否则不仅会把孩子吓出毛
病，等他长大后还会对家长
产生不信任感。

张素霞建议，当孩子不听
话，老年人也懒得和其争辩
时，不妨试一试“冷处理”的方
式。例如：孩子不肯睡觉时，
家长可以不理睬他，也别和他
有任何交流。当孩子意识到
大人的态度反常，通常会主动
找大人道歉。这时，家长可以
跟孩子谈谈，并约法三章。这
样的教育方式既有威慑力，也
有教育意义，而不是把孩子

“一棍子打死”，让他们对环境
充满恐惧。

隔辈带娃

孙子不听话
爷爷装病吓唬他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老张，为了哄孙子你可真
下本儿！”“给孩子唬出毛病，你
后悔都来不及！”听到街坊四邻
的指责，瀍河区龙泉社区的张
先生有点尴尬。他说，最近因
为装病吓唬不听话的孙子，他
成了小区里的笑话。“恐吓式教
育”是否可行？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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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奶奶
跟孙女学走“猫步”

“孙子特别皮，我只能用吓
唬的方式教育他，没想到他反
应这么大！”昨日，记者见到张
先生时，他刚把上二年级的孙
子斌斌（化名）送到学校。因为
儿子儿媳忙，67岁的他是“带
孙主力”。聊起上周四晚上的
事儿，张先生仍十分尴尬。

“都晚上10点了，他还在
看动画片，我喊了七八遍，他却
像没听见一样。”张先生说，见
孙子不听话，他只好拿出“杀手
锏”——装病！为了吓住斌斌，
他倒地后，还翻了白眼，抽搐了
几下。这一幕把斌斌吓蒙了，
没等张先生缓过来，孩子就冲
出屋子去拍打邻居的门求救。

张先生说，等他爬起来追
上去的时候，已有五六个邻居
跑了出门，大家围着哭泣不止
的斌斌询问。

“我赶紧给大家道歉，虽然
邻居们没往心里去，但都觉得
我这样吓孩子不妥。”张先生坦
言，这不是自己第一次装病吓
唬孙子。此前，斌斌只要不听
话，他就用“被你气得心脏病犯
了”来吓唬孙子。以前，斌斌一
听爷爷“犯病快死了”，立马变
得听话。

对于爷爷装病，斌斌是真
不知道。“有一次，我还打了急
救电话。电话刚接通，爷爷就
醒了。”他说，因为害怕，他有时
半夜会偷偷跑到爷爷床边，用
手指探探爷爷是否还有呼吸。

装病吓孙子
惊动了街坊四邻

“你再哭，就不要你了”
“你再不吃饭，大灰狼就来吃
你”“你再不听话，就让警察把
你抓走”……当孙辈不听管教
时，你是否也像张先生一样，
用恐吓的方式吓唬孩子？

记者走访了多个社区，
随机采访百余名年龄在60岁
至 75岁之间的居民，其中九
成以上表示，自己对孙辈施
行过恐吓式教育。他们觉
得，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最
有威慑力，不用多费口舌就
能立竿见影。

70岁的杨先生家住涧西，
他的孙子今年6岁。“每次去超
市，孩子总是习惯性地拿东
西，往衣服口袋里装。”杨先生
说，他批评了好几次，可孙子
就是改不了。前不久，杨先生
带孙子去超市，眼看孙子又把
一块糖塞进衣兜，他没制止，
而是找到保安，让其配合演一
出戏。

等祖孙俩结完账，保安冲
上来要搜身，结果搜出了孩子
口袋里的糖，当即说“要拉到
小黑屋谈话”。孩子吓得脸都
白了，坐在地上又哭又喊。杨
先生装作无可奈何，任凭保安

拉他走。最后，孩子哭着道
歉，承诺以后再也不拿后，保
安才让他回家。

“这一招就治改他了。”杨
先生笑道，小孩听不懂说教，

“只有吓住了，才改得快”。
不过，也有老人认为，“恐

吓式教育”虽然管用，但也有
“副作用”。68岁的李女士说，
她的外孙磊磊（化名）今年5
岁，非常不听话。有一次，磊
磊又挑食、剩饭，李女士就说：

“咱小区有个翻垃圾桶的老
头，专门抓浪费粮食的小孩，
你再剩饭，他就把你装进麻袋
卖了。”为了讲得逼真，她把磊
磊拉到窗户边，指着楼下一个
背包的人说：“就是他，你看袋
子鼓鼓的，又装了俩小孩。”这
一招真起了作用，磊磊立马把
饭吃干净了。

李女士没想到，此后，外
孙被她编的故事吓破了胆。
前不久，磊磊在小区玩，看见
一个背着麻袋捡破烂的老人，
吓得撒腿往家跑，边跑边喊救
命，不仅跑丢一只鞋，还把小
区保安引了过来。现在磊磊
看到捡破烂的人就会大哭大
闹，两腿发软。

看似立竿见影 实则副作用不小

“恐吓式教育”别滥用 遇到问题不妨冷处理

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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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隔代亲，连着筋”，老人是不少家庭带娃的主力军。您在带孙子、孙女时有哪
些经验、困惑；您和孙辈之间发生过哪些温馨故事、有趣对话？即日起，本报开设《隔辈带娃》

《拜孙学艺》《童言无忌》等栏目，如果愿意分享，请联系我们吧：18637927388（何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