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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应该对“钟点父母”说不

大部分父母都已经了解到
了家庭暴力，对孩子身心健康的
危害及影响，但“冷暴力”却是很
多人还未曾关注到的。 看看下面
几种最常见的方式，有发生过在
你身上吗？

你很忙，当孩子呼唤你的时
候，顾不上孩子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家长
比较忙，或者自己正沉浸在自己
的事情的时候，无意的忽视孩子
的呼唤，有的干脆就是对孩子不
耐烦，故意装作不存在。

不良后果： 孩子受到忽视，

会采用黏人， 淘气和破坏性行
为吸引家长的注意， 或者放弃
获得父母的关注， 亲子关系走
向疏远。

正确做法：当你很忙，或者
已经不耐烦的时候， 孩子呼唤
你，也请你做出及时响应，哪怕
是这样回应：爸爸

/

妈妈现在有点
忙，稍后来陪你，好吗？

爸爸
/

妈妈有点手头的急事，

稍微等我一下，可以吗？

请注意，回应孩子的时候请
看着孩子，做出正面的回答。

你正在生孩子气的时候，孩
子呼唤你，你不想理他，想给他
点颜色看看

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孩子
淘气、犯错后、爸爸妈妈怒气未
消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父母
选择故意拒绝应答孩子， 以示
惩罚。

不良后果：孩子可能意识不
到爸爸妈妈冷淡的原因跟自己

的错误行为有关，无法有效反思
自己的错误，但是由于父母的冷
漠行为产生缺乏安全感和信任
感，从而影响亲子关系。

正确做法：看着孩子的眼睛，

平静地对孩子说，因为你刚才的
错误，我很生气，需要自己冷静一
会儿，希望你也想一下自己做错
了什么，并且道歉获得我的原谅，

在获得我的原谅之前，我需要自
己待一会儿。

表面与孩子玩耍，陪伴孩子，

其实心猿意马，心不在焉
很多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都会处于这种状态，看着电视，低
头看着手机，看起来在陪伴孩子，

实际上是心不在焉应付孩子。

不良后果：孩子会模仿这种
心猿意马的做事方式，导致专注
力下降，影响学习，并且会模仿
这种与人相处的行为模式，从而
形成不良的社交习惯，长大后会
用这种模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和
家人。

正确做法：要么不陪孩子，如
果陪伴就一定要高质量的、全身
心的陪伴。 如果确实暂时不能陪
伴孩子，那么就告诉孩子现在有
点事情，稍后来陪他获得孩子的
理解。 （据新浪育儿）

这些冷暴力
你对孩子做过吗？

日前， 重庆北城天街道对辖区的
2000

名幼儿的父母做了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六成父母没时间陪孩子。

在
76%

的家庭中， 陪伴宝宝时间
最长的家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隔代
教育的比率相对较高， 仅

24%

的家长
选择了自己带孩子， 他们宁可请钟点
工接送孩子， 或者白天将孩子送到托
儿所，晚上再接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 有近
60%

的家长
因为种种原因每天陪伴孩子玩耍的时
间还不到

1

个小时！

56%

的家长认为
亲子关系和谐， 有

37.7%

的家长认为
“大体和谐”。 有

10.2%

的家长认为和
孩子之间已经产生隔阂。

在回答“面对忙碌的工作和宝宝
的游戏要求时的选择”等问题时，只有
1/5

的家长会在“工作与宝宝”之间选
择宝宝。

23.12%

的家长在亲子游戏时
仅仅充当了“旁观者”的身份。 家长的
这种表现， 往往也影响了孩子参与游
戏的热情和效果， 使亲子游戏的质量

大打折扣。 其中
1.73%

的家长更是直
言不讳地表示， 在孩子亲子游戏时偷
偷地溜掉，去办自己的事情。他们把亲
子游戏时间当成了孩子的“托管”时
间，而忽视自己的责任、作用和给孩子
的影响。

“妈妈” 是宝宝游戏的主要伙伴，

所占比率在
50%

以上；而“爸爸”的比
率则为

11%～13%

。 对此，教育专家指
出， 年轻的父母要及早接受亲子教育
训练， 因为孩子的教育是不能走弯路
或倒回去重新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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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是人
生成长过程所需的全部能力基础期，

父母是否正确地对孩子进行亲子教育
辅导，将会在孩子的成长中突显出来。

（据《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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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小时候上幼儿园， 老师总
是会用小红花或者五角星作为奖励来
表扬表现好的孩子吗？ 这些奖励固然
能够激励孩子， 但或多或少还是缺少
多元化和引导性，时代不同，我们也应
该与时俱进， 创设出更多可以激励孩
子的“奖品”。

小编搜集了众多关于西方国家
的幼儿园对孩子的奖励方法，供大家
参考：

1.

坐老师的座位；

2.

排队时站在最前面；

3.

使用彩色粉笔；

4.

在游戏中做主持人；

5.

照顾一天班里饲养的花花草草；

6.

在低年级做服务，读书给低年
级的小朋友听；

7.

给园长或教师做一天的助手；

8.

和他（她）喜欢的小朋友一起

午餐；

9.

挑选午餐音乐，让幼儿从家里
带来磁带或

CD

；

10.

给老师选择一本书，让老师读
给大家听。

奖励不仅仅是获得更多的物质，

而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和塑造，西
方国家的奖励避免了以物质驱动孩
子，更多的是以责任感、荣耀感、集
体荣誉、成就感、自主选择、获得更
多的自由来驱动孩子， 帮助幼儿园
孩子建立的是内在的驱动力，很值得
学习和借鉴！ （综合）

国外幼儿园
奖励幼儿的 10个金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