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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

家长别一味给孩子挑错

孩子在幼儿园被欺负 你为何一无所知？

在家长眼里， 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人欺
负总是滋味不好受的， 平时自己在家都舍
不得动孩子一根手指头， 凭什么让人这样
来欺负？但更让家长担心的是，孩子在幼儿
园被欺负， 自己却一无所知。 为了保护孩
子，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呢？

多关注孩子异常信号

身体伤痕异常。孩子通常容易被划伤、

擦伤或碰得淤紫， 但如果孩子身上的伤过
多，父母可能就要探究一下原因了。孩子可
能会羞于承认被欺负了， 但是父母需要弄
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待玩具异常。 孩子对待他喜欢的小
熊、小狗玩具会有异样的行为，他平时会玩
给小熊喂饭、给小狗盖被子的游戏，但现在
的游戏行为会跟原来有所改变， 他会对着
玩具指指点点，“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排在
后面”，更有甚者，他会动手打玩具。他在幼
儿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可能在他的游
戏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

晚上爱做噩梦。 如果孩子真被人打了

或看到别人之间有打架的行为了， 孩子就
害怕了，他有可能会出现做梦惊醒的现象。

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父母应该就是尽快
地跟老师或是其他父母进行交流， 了解孩
子在班里的交往情况。

演绎情景故事教方法

家长可以把孩子抱在怀里， 眼睛看着
孩子的眼睛，并明确告诉孩子：只要你被打
被欺负了，爸爸妈妈是一定站在你这边的。

然后跟孩子一起来， 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编
到故事里面去或是把事情可能出现的情况
再现出来， 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告诉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例如别人要
打我们，我们应该跑，他就打不了啦！ 或者
适当对抗，尽量不引导以暴制暴。 另外，让
孩子知道防范，世界并不是完全美好的，引
导他在不利环境中寻求帮助。总之，让孩子
明白，尽量不要让自己处于不利环境；当置
身在不利环境中时不能坐以待毙， 要有所
作为减少自己的损失。

这样做就把孩子毁了

过多的忍让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怯懦。

当孩子在遇到别人欺负时，一味强调忍让，

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无法保护自己，

会让孩子滋生怯懦的心理， 遇事会一味的
退让，无法塑造坚强的性格。 因而，建议父
母不要过多强调“忍让式”的教育，现代社
会充满竞争，最需要坚强的性格。

以暴力制暴会影响孩子交际。 让孩子
打回去，这种立意本身并没有错，让欺负者
尝尝被欺负的滋味， 他就会收敛自己的行
为。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孩子没有还手，

十有八九是能力不足， 如果我们强调孩子
要还手，但他知道自己不行，也就会让他更
加会觉得自卑。特别是在还手后，遭到更大
的报复时。 （据新浪育儿）

家长以为， 孩子像小树，

只要把他身上的枝枝杈杈全
去掉，就长直了，只要把孩子
的错全挑光， 孩子就完美了。

同时，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望
子成龙，恨铁不成钢。这一望、

一恨、 一挑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不懂得，小树的枝杈也不
可以全去掉的。否则就没有光
和作用了， 树就会不再生长，

甚至会死掉。

这种挑错教育有几大
弊端：

一是不利于孩子良好“自

我意象”的形成。

孩子是一个不成熟的个
体，尤其是小学生，自我意识
正处于客观化时期，即使是中
学生也是“他评”占重要的地
位。 家长认为孩子这也不好，

那也不行，结果孩子就真的认
为自己是个笨蛋，是个什么也
不行的人。 没有了自信，没有
了自尊，或者说，自尊与自信
受到打击，以后的发展可想而
知了。

二是孩子前进没有了

动力。

很多孩子之所以很努力，

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老师表
扬，为了家长夸奖，同学的赞
美。 老师、家长都一味地贬低
他，看不起他，他会怎样呢？他
会破罐子破摔。甚至用恶作剧
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你不
说我不好吗，我就给你来个不

好的让你见识见识。心理学中
经常提到“皮格马利翁效应”

和“罗森塔尔现象”，讲的都是
这个道理。

三是孩子容易同家长

顶牛。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没
有主见， 对家长高度依恋，有
时候家长批评完了，他们委屈
地哭两声就完事了。到了青春
期，独立意识增强，反抗心理
开始发挥作用。他们也从自我
意识的客观化时期向主观化
时期转变， 他们对待问题，有
了自己的观点，有了自己的主
见，于是，开始与家长乃至老
师对着干，你说我不好，我还
认为你不好呢！这时家长在一
味地挑错， 那就加剧了矛盾。

轻的是亲子之间冷战，重的是
孩子离家出走， 甚至自杀，极
个别的杀害父母。

四是容易导致孩子心理

疾病。

家长的一味挑错，孩子始
终处在负性情绪之中， 久而
久之，极容易导致心理疾病。

诸如自卑、焦虑、孤独、冲动、嫉
妒等。 （据《家庭导报》）

“妈妈，我再吃一块巧克力行不行
嘛？”“爸爸，我再看十分钟电视呗”“奶奶，

我今天只上半天幼儿园好不好？ ”……孩
子慢慢长大，渐渐开始跟父母谈条件，

“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可以增强孩子
的自主意识，促进成长。但是如果父母
处理不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味妥
协会让孩子变得自私、骄纵；一味拒绝
会让孩子变得怯懦、无主见。 宝宝“讨
价还价”时，家长该怎么办呢？

1.

商订规则。 与孩子一起协商规
则更能激发他遵守规则的主动性。 家
长要以通俗的语言告诉他为什么制订
这样的规则， 为什么有些事不可以不
能讨价还价。比如，家长与孩子共订规
则“先洗手，再吃饭”，这不可讨价还
价， 否则手上的细菌就会吃进嘴里会
生病。

2.

抓大放小。 孩子讨价还价，家长
不可一味妥协，也不可全部拒绝。重大
原则性问题一定要拒绝， 不给孩子讨
价还价的余地， 比如，“晚上刷牙后不
能吃东西”，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家长
不要做任何让步。对于非原则性问题，

可以适当让步， 给孩子一些自主的空
间。比如：“先收玩具，再看动画片”，孩
子央求先看动画片，再收拾玩具，父母
可以做适当让步， 只要孩子能把玩具
收拾好就行了。

3.

态度一致。 家长立场要坚定，前
后态度要一致，不可情绪化，不能心情
好时孩子讨价还价就让步了。 孩子尝
到甜头，就会察言观色，想方设法让家
长妥协。

4.

做好“售后服务”。 家长无论是
拒绝还是妥协，都要向孩子讲清理由，

让他明白其中的道理。 对于非原则性
问题， 家长做出让步后， 还要督促到
位，不可放任自流。比如孩子央求先玩
游戏，再整理房间，家长在让步后还要
督促孩子整理房间，落实到位。

（据《羊城晚报》）

巧对孩子的“讨价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