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猜谜语需要宝宝进行
分析、理解、判断，进行创造
性的思维锻炼，对开发宝宝
的智力非常有益。

选择合适的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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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宝宝逻辑思
维能力还是较有限，因此选
择的谜语一定要贴近宝宝
的生活，必须是宝宝在生活
中常见的事物。如果谜语太
复杂，缺乏生活经验和知识
的宝宝难以猜着，这样宝宝
对猜谜语就会失去兴趣，也
就达不到锻炼宝宝智力的
目的。如谜语“上边毛，下边
毛，中间一颗黑葡萄”，谜底
是眼睛，由于眼睛是宝宝很
熟悉的器官，宝宝通过分析
谜面将会猜着。 如谜语“夹
生饭”，谜底“烦”，由于尚未
认字，宝宝不易猜着，这样
的谜语就不能选择。

适度适时地帮助宝宝
刚开始猜谜语时，宝宝

不适应这种思维方式，一下
子反应不过来。家长要鼓励
宝宝在猜谜过程中积极思
考， 促进宝宝的思维发展。

宝宝不能一下子说出谜底
时，父母先要有耐心，不要
着急把谜底直接告诉宝宝，

而是要对宝宝进行适当的启
发，鼓励宝宝思考，从而促进
他思维发展。如猜谜语“紫色
叶片紫色树， 紫色树上开紫
花，开了紫花结紫果，紫果个
个盛芝麻”（谜底是茄子）时，

家长在宝宝猜不出来的时
候， 可以提示他：“这是一种
蔬菜。 我们平时吃的蔬菜中
有哪些是紫色的？ ”宝宝就会
回答：“茄子、甘蓝。 ”家长再
问：“哪种蔬菜里面有像芝麻
一样的籽呢？ ”宝宝通过对比
和分析， 就很容易选出正确
的答案了。

鼓励宝宝自编谜语
宝宝在成功猜出一些

简单的谜语，并且熟悉了谜
语的形式后，可以引导宝宝
根据物体的特征、用途等来
编一些谜语，这样可以变被
动为主动，进一步促进宝宝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虽然
宝宝自编的谜面不可能像
大人编的字数一样， 也不
会押韵， 但是切不要因此
对宝宝编的谜语进行批
评， 要耐心和宝宝一起分
析和修改， 修改不成也无
所谓， 重要的是宝宝的思
维在编造谜语的过程中已
经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
以家长要及时地给予宝宝
最热烈的表扬， 让他对猜
谜语充满自信和兴趣。

（据家庭医生在线）

如果孩子出现马虎的毛病，父母应当尽快帮孩
子克服。 那么，怎样帮助孩子克服马大哈的习惯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方法。

第一，家长要教育孩子明确学习目的，使他们
增强学习责任心，提高学习兴趣。

家长可以用讲故事等方式告诉孩子， 学习是
小学生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应表现
在认真对待听课、做作业、复习、考试等每一个学
习环节上。 人的情绪、兴趣等都直接影响将感知的
过程，影响着感知的准确性。 因此，孩子学习责任
感的增强、学习兴趣的提高，有助于帮助他们克服
马大哈的毛病。

第二，家长要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有的家长给孩子规定了几条制度，如，放学回家
先做作业，遇到难题要耐心，书写要工整等。 这对于
培养孩子的良好学习习惯，克服马大哈的毛病都是
有好处的。

第三，家长要教给孩子一些学习的技能、技巧。

例如，怎样辨认字形、怎样解应用题、怎样检查
作业、怎样思考和分析问题等。

第四，要讲究教育方法。

鲁迅先生说过，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
先行理解，一味蛮作，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家长帮助
孩子克服马大哈的毛病，也要从孩子的实际出发，理解
孩子，体谅孩子，耐心细致，不急不躁。家长要采取多表
扬鼓励的方法，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使孩子看到进步，

树立信心。有的家长给孩子画了一张作业差错登记表，

贴在孩子的床头，让孩子每天填写。 一周或半个月，家
长帮助孩子统计、总结一次，对孩子促进很大。 只要家
长采取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 孩子马大哈的毛病就一
定能克服。 （据大洋网）

四个方法

对付“马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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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牢骚话可能伤害孩子心理

当宝宝把妈妈弄得精疲力尽时，

即使忍耐度再好的妈妈都或多或少
会对宝宝出言不逊。妈妈觉得没什么
大不了的责骂，在宝宝心中可能会留
下深深的伤痕，所以妈妈出口前一定
要三思。

在日常生活中，妈妈要避免以下
最常见的牢骚：

一、否定宝宝人格
“烦死了，自己去玩！ ”“笨！ ”“你

怎么这么笨！ ”妈妈往往以大孩子的

标准来衡量宝宝的行为。

妈妈带着宝宝到亲戚或邻居家
玩，宝宝不愿叫“阿姨”，妈妈就会责
怪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用，叫一声
阿姨都不会。”虽然是对别人说的，可
是宝宝都听在心里。

正确方法：

如果宝宝有能力而没有做好，妈
妈要耐心指导，而不是责骂。

二、影响孩子对妈妈的信赖
“我才不要你！ ”“把你送给别

人！ ”“再不好好吃饭，妈妈就不要你
了，把你送给别人做儿子。”这类话会
让宝宝怀疑妈妈为什么不爱他。

宝宝被妈妈骂了几句，一气之下
跑出家门，妈妈追到家门口，生气地
对着宝宝喊：“你给我回来，不回来是
吧？那以后永远不要回来了。”这类话
听多了，宝宝心理会产生阴影，以后
可能真的要离家出走。

正确方法：

宝宝有时候需要小小的惩罚来
纠正不良习惯或错误，但妈妈的惩罚
不能让宝宝对妈妈的爱产生怀疑，只
要让宝宝知道他的行为是不对的就
可以了。

三、吓唬宝宝，导致宝宝不安
“我告诉老师去！”宝宝对老师很

敬重，更不敢像对妈妈一样对老师撒
娇，妈妈喜欢利用宝宝这一害怕心理
对宝宝施压。

孩子一做错事就说“叫警察叔叔
把你带走”， 孩子会怀疑自己是个坏
孩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

正确方法：

宝宝做错事情，妈妈应及时帮他

纠正，并称赞他是个好孩子。

四、不顾宝宝的能力，提出过分
的要求

“快一点！”“动作快一点，妈妈还
要上班呢。 ”其实宝宝动作慢不是他
的错，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快。

“再做好一点！ ”在宝宝眼里，他
的作品可能已经做得最完美，可是在
妈妈眼里，还是没有达到要求。

“连这个也不会！”宝宝不是天才，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做。 责骂
多了，宝宝会做的事情他也不敢做了。

正确方法：

妈妈花时间去了解宝宝的能力，

在让宝宝做之前，把事情与宝宝的能
力进行对照。 如果宝宝能做而不做，

妈妈应进行劝导； 如果超出宝宝能
力，就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勉强，小
心适得其反。 （据中国经济网）

猜谜语有助于开发宝宝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