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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在西方教育理念的冲击下，步入
而立之年的

80

后父母带出来的孩子
在很多人看来自由、聪慧、讨人喜爱，

可同时也给孩子带来了负面影响，父
母身上的坏毛病和渴望孩子“成人
化”的心理状态一并被传承着。

关键词一：

Ipad

成哄孩子利器
钢
镚

今年
5

岁了，在幼儿园里很
受小朋友的崇拜，因为他在玩《神庙
逃亡》时分数能突破

30

万。李方圆作
为钢

镚

的妈妈，也一度引以为豪。 被
问及孩子是如何“练就”这么强的游

戏能力时， 李方圆开始给记者传授
“经验”。

“我和他爸平时下班回家没事干
时会用

Ipad

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孩
子看着好奇，很快就被吸引了。 ”后来
夫妻俩觉得孩子小时候多玩玩游戏，

说不定还能开发智力、 锻炼反应能
力， 于是只要想让孩子安静，

Ipad

就
成了哄孩子利器。

渐渐的，夫妻俩发现孩子越来越
少和小区里的同龄人玩了，每天没事
就抱个平板电脑。两人觉得是时候管

教一下了，却已经很有难度。

关键词二：“大夜猫”养出“小夜猫”

吴捷在半年前升任母亲，可让她
踌躇的是，女儿简直太“难缠”，每天
一到晚上

11

点以后就精神头十足，

一直折腾到凌晨一两点。听到吴捷的
叙述，记者开始询问她平时跟孩子爸
爸的作息习惯。

吴捷说， 她自己开了个淘宝网店
卖宁夏特产， 经常到深夜都还有顾客
咨询， 所以已经习惯了半夜两三点钟
才上床睡觉；半岁的女儿跟他们一样，

白天无精打采，到了晚上就来精神。

和吴捷不同，王雪晶和丈夫都是
正常下班，不过两个人的朋友圈子异
常大，今天这个叫吃饭，明天那个喊
唱歌，

2

岁半的孩子没人看，就只能带
上一起去。 “刚开始他一到晚上

10

点
就困，后来‘配合’多了，我们什么时
候回家他什么时候睡觉，有时候比我
们还玩得高兴。 ”王雪晶似乎还没有
意识到孩子不正常作息的危害。

关键词三：指甲油、烫发成“辣
妈”最爱

“你看， 这是我妈妈昨天给我抹
的指甲油”“这有啥呢，我妈妈也有！ ”

记者在小区内听到两个看上去四五

岁女孩的对话。不远处两个妈妈正在
聊天，记者上前询问怎么想到给那么
小的孩子涂指甲油，一位妈妈表示这
很正常， 孩子喜欢花花绿绿的颜色，

看到自己涂就想试试，女儿有时趁她
不在还会偷着涂。 “我们同事也有不
少给孩子烫头发的，打扮得跟小韩国
人似的，明星辣妈不都这样么。 ”另一
位母亲说道。

记者从街道上几家美发机构了
解到，现在带孩子去烫头发的父母还
不少，男孩儿流行“陈奕迅头”，女孩
儿流行“梨花头”，而且价格基本都在
300

元以上。

另外，童装店也慢慢走起了“成
人化”路线，绅士马甲、韩版西服、蕾
丝超短裙、牛仔短裤、荷叶边雪纺上
衣……老板赵女士告诉记者：“现在
大人流行什么款式， 童装也跟着流
行，不少女童装还挺性感。 ”

（据《家庭导报》）

80后父母的“坑孩”三宗罪

许多家长虽然想把孩子培养成才， 却不懂得如何教
育孩子。 鉴于此，专家列出了毁掉孩子一生的

11

种教育
方法。

1.

从孩子婴儿时期开始就对他有求必应，要什么给
什么。这样当他长大后，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万物皆备
于我”。

2.

当孩子口出污言秽语时，总是讥笑他。这会让他的词
汇越来越不成体统，说出话来把人气个半死。

3.

永远不对孩子进行精神、道德教育，让他自己混到成
年时再说，让他自己去决定一切。

4.

孩子犯了错误不指出来，免得孩子会感到内疚。这样
他将来出去偷东西，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犯罪而被逮捕的时
候，会感到全世界都在同他作对，他反倒成了受害者。

5.

把孩子随手乱扔的一切东西都替他收拾好，不让孩
子自己动手。 这样孩子会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遇事把一
切责任都推给别人。

6.

不论书刊好坏，任其自看，不闻不问，更不予以干涉，

不管孩子的脑袋里装了多少垃圾。

7.

父母经常吵架，恶语相向，根本不顾忌孩子在场。

8.

孩子要用多少零花钱都照给不误，不注重培养孩子
的节俭意识。

9.

对孩子在饮食、起居方面的无理要求总是姑息迁就，

生怕惹孩子生气。

10.

当孩子与邻居、老师或其他人发生冲突时，家长坚
定不移地站在孩子一边，这容易让孩子认为自己做的一切
都是对的。

11.

当孩子闯了大
祸以后，家长不以为然地
对上门找麻烦的人说：

“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未
免小题大做了吧？ ”

（据《半岛都市报》）

这些烂教育

调查显示， 我国由祖辈
照看和监护孙辈的家庭约占
16.7％

，大城市比例更高。 在
上海，目前

0

岁
~6

岁的孩子
中有

50％~60％

由祖辈教育，

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也
将近一半。 面对这一无奈的
现实，我们有必要“防患于未
然”，以免时代差异影响孩子
的未来发展。 下面的三个方
面， 尤其需要父母和祖辈共
同关注。

一、 喂养： 追着孩子喂
饭。 临床发现，由祖父母喂
养的幼儿， 更易出现挑食、

偏食等不良习惯。 这可能是
因为老人更加心软、 慈善，

以至于逾越了“关爱”与“溺
爱”的边界。

但事实上， 老人由于经
验丰富、有耐心，可能更明白
哪些食物最适合孩子的成
长、哪些东西孩子喜欢吃。因
此， 家长们最好统一思想认
识，共同商讨。对于给孩子选
什么食物、怎么去烹饪，可以
多征求老人的意见， 而看见
老人有追着孩子喂饭、 吃一
口饭奖一颗糖果等宠溺行为
时，父母则要及时制止，让老
人明白放任孩子的不良行
为，只会害了他们。

二、管教：过严或过松。

不少老人管教孩子都倾向于
两种极端，过严或者过松。前
者以过去的“军事化管理”为
标准， 喜欢什么事情都要定
个标准； 而后者则看到孩子
撒娇就心软， 什么事情都依
着孩子。

事实上，孩子也需要尊重
和理解，更要有适当的自由空
间。 面对这种问题，年轻的父
母首先要端正态度，不管多么
忙， 都要抽时间多在家里，不
要把对孩子的教育权、抚养权
完全交给祖辈家长。 此外，两
代人要协商建立可行的家规，

出现问题有章可循。

三、 早教： 只教孩子认
字、念书。不同的时代对教育

的理念大不相同。 在很多老
人眼里， 早期教育无非就是
“智力开发”， 早点教孩子认
字、念书。 事实上，新的观点
是“会玩的孩子最聪明”，家
长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孩子的
天性和特长。 可以让老人看
一看这方面的书籍， 和父母
一起带领幼小的孩子触摸真
实多彩的世界、 参加户外运
动等，在孩子开心的笑颜中，

让老人逐渐接受全新的教育
理念。

（据《生命时报》）

隔代教育学问多
老人带孩子注意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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