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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进行有氧
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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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大脑灰质要比健身较少的同龄人
薄。而人的大脑细胞最外层越薄，数学能力
越强。

发育期儿童脑灰质的流失是成长过程
的一部分。 此外，之前已有研究显示，灰质变
薄和大脑推理与思维能力变强相关。 而该研
究首次显示， 有氧健身可能在脑皮质变薄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 特别是对于那些运动较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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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来说， 他们大脑中已知
会随着发育变化的某些区域的灰质厚度会变
薄，大脑额叶、颞叶和枕叶
的灰质变化尤为明显。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的研究人员对

48

名儿童
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
示，常运动和不常运动的孩子在数学技
巧及大脑皮质结构上存在差异。运动较
多的孩子数学能力较强， 脑灰质也更
薄。 但对于阅读和拼写能力，运动多少
并没有明显影响。

新研究首次证明，健身能够帮助大
脑中与数学相关的结构发育，增强儿童
的数学能力。 （据《大众卫生报》）

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从某个阶段开始
就会变得很怕生的，因为突然变了环境，突然身边的人
都不那么熟悉了，突然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这样，会让
孩子觉得很害怕的。 这是因为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强，所
以才不能很快地融入到新的群体中去，那么，该如何锻
炼孩子的适应能力呢？

孩子适应能力差坏处多多：

1.

孩子会对陌生的人和事物觉得很没安全感，不愿
意去融入，甚至出现抗拒反感的表现。

2.

孩子会更加依赖父母，对父母来说是一种负担。

3.

孩子与他人的沟通水平会比较差，在交际方面存
在一定的问题。

4.

孩子去到新的环境，可能会哭闹或者作出一些过
激的行为。

5.

孩子没办法独立完成任务，一般都需要有熟悉的
人陪同才能变得正常。

孩子适应能力强好处不少：

1.

家长不用担心孩子在幼儿园不适应，或者去到新
环境会产生什么不安的情绪，家长可以更安心地去做事
情了。

2.

有利于孩子的交际能力的培养，一般这些小孩子
与他人的交往沟通能力会比较强的。

3.

自理和自立的能力也会相对比较好，可以
很好去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4.

孩子的适应能力强，性格比较外向坚强。

如何锻炼孩子的适应能力
1.

不要经常把孩子关在家里，要经常带孩子出去走
走，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开阔孩子的眼界，对于锻炼孩子
的适应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2.

别让孩子自己玩，多让孩子和同龄人在一起玩，

一方面可以锻炼孩子的适应能力，一方面还可以培养孩
子的社交能力。

3.

在适当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分离，慢慢锻炼孩
子离开了熟悉的人也能好好生活的习惯，这样有利于让孩
子在陌生的环境中学会适应新的人和事物。

4.

平时多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自理能力，

对于锻炼孩子的适应能力有一定的作用。

（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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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到一定年龄的时候，父母们
就忙着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确实每
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
起跑线上，望子成龙的心都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父母们这样着急给孩子报
各种培训班是不是犯了以下四个错
误呢。

误区
1

：只重结果，忽视过程
学琴的父母只注重孩子学会了

哪支曲子；学画的父母只注重孩子是
否画了一幅完整的画；学珠心算的父
母只注重孩子算得是否快；学跳舞的
父母只注重孩子是否学会了跳支完
整的舞。

只看重结果，无论是给孩子还是
给老师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实教
孩子， 学习的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

在学习的过程中，能调动他们多个器
官、多种感觉，培养多方面能力。比如
学习弹琴， 手眼耳的协调非常重要，

耐性、毅力、战胜困难的能力决定着
他是否能学习下来，而经过自身努力
战胜困难后的成就感也使他心情愉

悦。贯穿在孩子学习过程中的这些品
质，父母可能看不到，但却对孩子的
未来影响深远。

再有，在学习过程中，一些基本
功可能只是学习中的一个小节，比如
跳舞，一个舞步要练好长时间，给父
母的感觉是孩子几次课什么正经的
也没学，但实际上，基本功的训练是
为让孩子能完整跳下整个舞蹈而打
下良好基础。 基本功如果不扎实，学
到一定程度可能就学不下去了。

误区
2

： 周末上兴趣班如同赶
场，没了亲子时间

有些父母不在乎花钱多少，在周
末给孩子报了一个又一个兴趣班，英
语、影视表演、钢琴、滚轴；孩子忙，父
母也跟着一起忙。本来上一星期幼儿
园就没多少时间陪孩子，而周末又全
用来上兴趣班了。

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是离不开亲
情的，与父母在一起，是使他们心理
发育正常的基础，如果忽视幼儿心理
以及亲情的交流，你会发现孩子变得

不听话、爱发脾气等。 今后容易与子
女在心理上产生隔阂，难以沟通。

一味地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容
易使孩子疲劳、厌倦。 今后他可能对
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但对哪个都不
精。 不如只选择一两项重点学，学会
了再学其他项目。孩子如果在哪个项
目上特别有潜力，就要多花时间重点
培养。

误区
3

：把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孩
子身上

有些父母小时候条件不好，没有
条件实现理想，而有了孩子后，就把
理想寄托在了孩子身上。比如一位父
母， 英语顶呱呱一直是他的梦想，他
就让孩子从小上英语班学习英语，而
成绩稍有不好就一通批评。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
己的想法。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
欢什么，如果大人把自己感兴趣的强
加给孩子， 让孩子担负起父母的愿
望，那孩子的负担就太重了，孩子学
习起来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此，

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让他挑选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 对于感兴趣的事，孩
子能学得又快又好。而父母自己的理
想，还是自己努力去接近目标吧！

误区
4

：认为坐在教室里才是真
正的学习，忽视生活中的教育

有些父母忽视自己的能力，认为
只有带着孩子上这个班、 那个班，让
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椅子上听老
师讲课，才是真正的学习，对生活中
的知识反而视而不见。

重视孩子的教育，无疑是最值得
的投资，但不能一味地投资却忽视孩
子的感受。 既然是兴趣班，就一定要
从兴趣出发，只要孩子有兴趣，就能
自主学习，快乐地享受学习的乐趣。

（据幼教网）

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

常犯的四个错误，有你没？

培养适应能力

孩子从此不怕生

运动能提升儿童数学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