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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可能更聪明

专
家 ：

关键看
如何引导

孩子爱撒谎，家长表示很头疼。 但英美
两国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孩子说谎可能也有
着积极的一面。 科学家发现，撒谎和语言工
作记忆有关，而爱撒谎的孩子需要好的口才
去编织自己的谎言，往往有着更好的语言创
造力， 这也意味着他们比其他孩子更聪明。

所以，引导孩子把聪明用对地方就更重要。

谢菲尔德大学和北佛罗里达大学共同
进行了此次研究，他们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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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给孩子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
些问题写在卡片上，而答案就写在卡片的背
面，并配有一幅不同颜色的图案。 研究人员
在警告孩子们“不许翻看卡片”后就离开，但
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摄像头监视。

随后，在回答问题的阶段，偷看答案的
孩子都答对了。但研究人员还询问了他们卡
片背面的图案颜色，有的孩子故意撒谎答错
颜色，而有的则老老实实说出图案的颜色。

研究人员相信， 撒谎的孩子记忆力更
好，因为他们记得“不许翻看卡片”的警告。

并且他们会认真思考， 仔细组织自己的语
言，就好像撒谎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不过，虽
然研究确认了孩子撒谎积极的一面，但育儿
专 家并不提倡父母对孩子的撒谎行为感到
骄傲或者予以鼓励。

如果父母不小心，孩子的撒谎就可能失
控，导致不良的后果。而父母有能力和义务，

向孩子灌输更多的积极特征来从长远帮助
他们。 父母需要将诚实作为家庭的价值观，

并在家里定下一个基调，为孩子树立良好的
榜样。 重要的是，父母要理解孩子为什么撒
谎，并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培养他们好的
创造力和记忆力，而不是培养他们的撒谎能
力。同时，父母还应教导孩子，说谎和创造性
的故事之间的区别。

（据《重庆晨报》）

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一项测试表明，儿
童使用手机时，大脑对手机电磁波的吸收量要
比成人多

60%

。 近期，英国《每日邮报》更撰文
指出，儿童用手机会造成记忆力衰退、睡眠紊
乱等健康问题。

英国华威大学的杰勒德·凯都博士警告
说， 手机辐射会破坏孩子神经系统的正常功
能，从而引起记忆力衰退、头痛、睡眠不好等一
系列问题。

痴迷于玩手机，不仅影响生长发育，还影
响思维模式。 沉迷游戏，频繁给同学、朋友发短
信， 有可能让孩子们更不会对父母讲真心话，

加深父母的失控感和亲子之间的隔阂。 手机行
骗屡禁不止，让没有判断力的孩子接触过多信
息，容易给他们带来危险。 手机更新换代速度

飞快，则容易让孩子贪慕虚荣、盲目攀比。

那么，孩子爱玩手机怎么办呢？ 孩子对手
机中游戏的了解，多半来自大人，因此大人不
要在孩子面前玩手机中的游戏。 另外，有些家
长为了哄孩子，主动拿出手机给孩子玩，这样
一旦让孩子体会到了游戏的快乐，以后就难以
刹车了。

如果宝宝已经迷上了手机游戏，家 长可以
观察一下，宝宝喜欢玩手机的哪一部分，比如
他喜欢听音乐， 比如他喜欢用手去按数字键，

比如他喜欢看手机鲜亮的颜色等，然后有针对
性地用玩具去替换手机。

若不能让孩子完全远离手机游戏，建议家
长一方面和孩子约定游戏时间，让孩子有选择
地掌握时间， 另一方面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多

鼓励孩子参与集
体活动， 与同龄人交
往，参与户外的活动，扩展孩
子的视野和兴趣。

当孩子哭闹着要玩手机游戏
时， 先找别的玩具把他们的注意力吸
引开，不要心软，不要一哭闹就满足他们，不合
理的要求，再哭再闹也不能满足。

（据精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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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你是一位自以为料理自家宝宝无微不至的自豪
妈妈吗？ 然而，在不经意间你的言行却一而再、再而三
地跑了“偏”，令宝宝对妈妈大失所望———

跑偏妈妈
1

：不在意我说什么
“昨天萌萌头上梳了两个小鬏鬏， 像哪吒似的，特

好看。 妈妈，我也想……”果果正在穿袜子的手停了下
来，兴致勃勃地说着。 妈妈一边麻利地帮她套上毛衣，

一边不耐烦地制止：“好了好了， 别说了， 快把衣服穿
上，上幼儿园要迟到了，你怎么不知道着急？ ” 果果一
脸的兴奋立刻换成了一脸的扫兴。

失望宝宝：总被打断谈话的孩子，日久天长就失去
了和妈妈说话的兴趣、 变得沉默寡言———他们会认为
自己说了也是白说，严重影响亲子间的沟通；而一旦出
现这种情况，孩子的自我表达能力便会逐渐降低。

恰当做法：在孩子想说的时候，妈妈一定要给她表
达的机会，让她说个痛快。在孩子沉默的时候应该鼓励
她说出心里的想法、 不满或者委屈， 让他学会表达自
己。其实，听孩子把话说完，也是妈妈了解孩子的过程，

比如果果爱美的心理就在向妈妈的诉说中表露出来，

妈妈可以根据宝贝说的话采取相应的“教育方案”，纠
正偏差。

跑偏妈妈
2

：不给我做错事申辩的机会
凡凡和表弟玩赛车游戏时发生了争执， 表弟把轨

道弄翻、还用力在凡凡最喜欢的赛车上踩了几脚，凡凡
气得打了表弟一拳， 于是遭到了妈妈的批评。 凡凡不
服：“妈妈，我打弟弟，是因为他……”“住嘴！ 你打人还
有理了？ ”凡凡觉得很冤枉，他确实是被表弟激怒的。

失望宝宝：老是听到“你不用解释”的孩子，会渐

渐放弃为自己辩解的权利，默默承受很多冤屈；如此
沉重的心理负担很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心理问题。

恰当做法：如果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后申辩，妈
妈一定要把话说完， 再问问当事孩子是不是这么回事
儿，一起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公平地指出孩子们的对
与错，不偏不倚，之后再酌情处理，使打人的和被打的
都心服口服。

跑偏妈妈
3

：妈妈其实不关心我
妈妈问正在客厅里玩积木的昭昭：“宝贝， 今天在幼

儿园过得怎么样？”说着就进厨房准备晚饭了。昭昭看着妈
妈的背影，说：“老师夸我画的大树好……”见妈妈没有反
应，昭昭便不再说了。

失望宝宝：一边提出类似的问题，一边忙着做饭、

整理房间，很容易给孩子一个错觉：妈妈真正关心的是
她手里干的事情，根本没注意我。这无疑给孩子做了一
个坏榜样———表明他回答妈妈的问题时同样可以心不
在焉，索性就用“没什么”“凑合”“还行吧”搪塞。

恰当做法：孩子其实最关心妈妈对自己的态度了，

他们需要一心一意的关注。如果你很忙，提出这个问题
后不妨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儿，坐下来、看着他、仔细听、

给予适当的回应。你的这些举动告诉孩子：你确实有时
间、有兴趣倾听他的故事。

（据幼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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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手机危害超乎想象

阻止不了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