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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养育孩子，不仅在于把他健康平安地养大，更要为他建立一个健全的人格
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父母传递给孩子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直接影响孩
子将来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 国外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发现， 家长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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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小事，就能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给宝宝传递正能量
家长常做这四件小事

第四件事：

不要总在孩子面前展示压力
美国家庭与工作关系研究所负

责人埃伦·加林斯基曾对
1000

个家
庭进行了调查。 当询问孩子“最想帮
父母实现的愿望是什么”时，她得到
的回答是，“希望他们不要那么累”。

研究表明，父母的压力会削弱孩子的
神经系统和免疫功能， 增加肥胖、蛀
牙、糖尿病、过敏和精神疾病风险。 加
林斯基说，人们很难做到同时对工作
和生活给予足够关注，但只要别把工
作压力带回家，孩子就能根据父母的

忙闲自行调整生活。 父母可以通过一
些小妙招减轻压力：把每日计划列一
张清单， 下班前写好次日工作计划，

听听古典音乐、喝杯咖啡、一家人出
去走走等。 （据《生命时报》）

第三件事：

经常接老人来家里住
美国研究发现， 经常和祖父母

在一起的孩子更有同情心， 懂得体
谅父母，善于和他人合作，社交能力
更强。尽管“隔代教育”非议不断，但
与祖辈的相处仍然能给孩子的心理
成长带来“必需营养”。 老人经历的
故事底蕴悠长， 能给孩子展示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老人相对脆弱，孩
子在搀扶奶奶、 帮爷爷倒水的过程
中，能学会换位思考。与父母居住的
地方有个“一碗汤的距离”原则，但
与老人距离较远的也不必忧虑，经
常接老人来家住上一段时间， 孩子
也能受益匪浅。

第一件事：

多跟孩子一块吃饭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发现，经

常和家人共餐的孩子在学习表现、

生活习惯等方面优于其他孩子，他
们还能掌握更多词汇量、 更注重健
康饮食， 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好的
社交礼仪。 家长不管有多忙，每天都
要与孩子一起吃顿饭， 哪怕是一顿

简短的早餐。 周末安排家庭聚餐，一
家人都要参与进来， 让孩子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 聚餐时不要看电视，也
最好不要接电话， 不要谈学习之类
的“沉重话题”，只谈轻松的话题。 家
长可以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食物，

但不要强迫。

第二件事：

常聊聊家人的故事
美国心理学家杜克博士招募了

来自
48

个家庭的孩子，询问了一些
问题：“你知道爷爷在哪里长大吗？

你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认识吗？ ”随
后的心理测试发现， 对自己的家事
了解得越多，孩子的自尊心越强，而
且更善于缓解压力， 更能掌控好自

己的生活。 古代家庭的宗祠、家谱其
实就起到了类似作用。 建议家长多
跟孩子聊聊家里的事情， 让他们了
解并认同自己的家庭。 但要避免说
教，少提“想当年”。 此外，不管对长
辈有什么意见， 都不要在孩子面前
表达。

每一个家长， 对孩子应该从小开始培养他们讲究个人卫生
的良好习惯。

讲究个人卫生，首先要讲究皮肤的清洁卫生。 皮肤具有保护机
体、调节体温、感受刺激和排泄废物的功能，人体中的水分、无机盐以
及代谢产物，除了一部分从尿排出体外，另一部分则通过皮肤以汗液
方式排出体外。 如果这些排出的物质在皮肤表面聚集过多而堵塞了毛
孔，汗液不能顺利排出，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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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3

岁的小儿，要每天按
时洗脸，饭前便后要洗手，晚上洗脚，女孩还要洗外阴部。 夏季每天洗澡
一次，冬季每周洗澡、洗头一次。 洗头和洗澡时，要注意别让水流进孩子
的耳朵和眼睛里，对不爱洗澡的孩子，可在澡盆里放些能漂浮的玩具，引
起他的兴趣。

要让孩子经常注意手和脸的干净，吃饭时嘴边的饭粒和菜汤，平时
的鼻涕，都要随时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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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半以后，可随时提醒孩子自己擦掉脏物，孩
子擦不干净时，家长才去帮忙。 手脸要随时洗，培养孩子主动洗手的
习惯。洗手最好用温热水，一定要用肥皂。据实验证明，用肥皂洗手，

杀菌的效果比单用水洗高
7

倍
～8

倍， 可使手上的细菌除去
90%

左右。指甲里最容易隐藏病菌，故要经常修剪指甲。为了搞好个
人卫生，要求孩子衣服整洁，特别是内衣、内裤要经常洗换，

要给孩子准备几块手帕， 并且要鼓励孩子学会洗刷一类
的劳动，如洗小手帕、洗袜子，逐渐学会洗背心、小内
裤等。 这对孩子长大成人后，勤于、善于自理个人
的卫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育儿网）

如何教育孩子
讲究个人卫生？

在家规、家训如此严格的古
代，睿智的家长们在处理对孩子
犯错的时候，依然能够持守“七
不责”。 这种家庭教育的智慧，并
不是对孩子犯错的纵容，而恰恰
是符合孩子健康成长的规律

;

这
种宽容但不纵容， 对孩子来说，

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对众不责
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

孩子，要在众人面前给孩子以尊
严。 很多父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
下责备孩子，这样会让孩子失去
尊严，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失去
自尊更可怕。

愧悔不责
如果孩子已经为自己的过

失感到惭愧后悔了，大人就不要
责备孩子了。 古语有云“得饶人
处且饶人”， 孩子已经在为自己
的过失而惭愧悔恨的时候，我们
就不要“得理不饶人”的喋喋不
休，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暮夜不责
晚上睡觉前不要责备孩子。

此时责备他，孩子带着沮丧失落
的情绪上床， 要么夜不成寐，要
么噩梦连连。 今天的错误，不要
让孩子再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

这样会对明天有所影响。 而让明
天为今天的过失买单，估计是最
愚蠢的做法。

饮食不责
正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孩

子。这个时候责备孩子，很容易导
致孩子脾胃虚弱。 心理学家的研
究证实了， 人的消化系统和情绪
有很大的关系， 情绪的好坏和消
化的好坏是成正比的。所以，吃饭
的时候不要责备孩子。

欢庆不责
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责

备他。人高兴时，经脉处于畅通的
状态，如果孩子忽然被责备，经脉
就会立马憋住， 对孩子的身体伤
害很大。

悲忧不责
孩子哭的时候不要责备他。

哭本身就是情绪的一种宣泄，不
妨让孩子痛痛快快哭出来， 家长
们大可不必再去对孩子的情绪雪
上加霜。

疾病不责
孩子生病的时候不要责备

他。生病是人体最脆弱的时候，孩
子更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温暖，这
比任何药物都有疗效。

（据搜狐网）

爱子七不责
，你知道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