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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轻易给孩子
贴上没规矩的标签

孩子
9

月刚刚入园的胡佳女士
说，孩子没入园之前，总觉得孩子越大
越难管束，做什么事情都不专心，特别
喜欢到处乱跑，越是禁止的事情，孩子
反而越要去尝试，完全没有规矩

,

“我很
好奇， 想知道到底幼儿园的老师们用
了什么方法， 让孩子在短短时间里就
学会了遵守规则。 ”

孩子“没规矩” 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很多幼儿教师都反映，家长事事包
办代替是造成孩子“没规矩”的主要原
因之一。

在海淀农大幼儿园教师马永钰看
来，很多被贴上“没规矩”标签的孩子
并不是学不会遵守规则， 而是缺乏初
步的自理能力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其
实孩子的这种所谓自律性差是和其生
理、心理发展的特点有关的。如孩子不
能完成一项家长要求的任务， 可能是
因为他的肌肉运动缺乏协调动作的能
力。当孩子的这些大、小肌肉动作的协
调性有了提高， 他们控制自己的能力
也就会有所提高， 而这些能力必须在
日常生活中给予孩子锻炼， 家长事事
包办代替， 会让孩子错过学习的最佳
时机。 ”

幼儿园教师又有什么妙招教会孩
子学习规则意识呢？ 西城区洁民幼儿
园保教主任魏芳表示， 幼儿园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了解孩子
的年龄特点、 接纳孩子的情绪与耐心
等待孩子的成长。

魏芳说：“家长认为孩子‘没规
矩’，很可能是他们在教育孩子过程中
过度严格要求孩子，或过度‘尊重’孩
子的意见导致的。 当碰到孩子这种自
律性差的时候， 父母们总是反反复复
地用‘不准’‘不能’等强制命令，殊不
知孩子会因此产生消极情绪， 久而久
之就会对家长的话无动于衷， 甚至出
现心理反抗的倾向。 家长要在平时的
生活中注重关心孩子的情绪问题，培
养孩子的情绪自制。 ”

“规则教育贵在培养孩子的理
智。 ”家庭教育专家陈钱林表示，“有时
孩子违反规则，是不懂其中的原因，若
能给予说明，孩子自然会更好地遵守。

家长要特别注重在生活中教育孩子遵
守规则， 在游戏中向孩子渗透规则意
识。 同时，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偶尔突
破一些也无妨。 （现教）

如何应对孩子隐藏的心理疲劳

据调查， 现在有不少孩子在放
学回家后， 常常对父母说：“累得不
想动弹了。 ”这里所说的“累”是孩子
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
感，而这种疲劳，有的是属于生理性
疲劳，有的则属于心理上的疲劳。

生理性疲劳，一般是由于生理上
的超负荷而引起的。 不过，由于孩子
们精力旺盛，能在短暂的较充分的休
息之后，很快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心理性疲劳， 是由于心理上的
弦绷得太紧而导致的。 是人的主观
体验的一种疲倦感，它的危害性，不
仅会引起人的生理疲劳， 而且还会
导致孩子对学习的厌倦情绪。 心理
疲劳严重的， 还可能发展成心理病
态，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所以， 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处于
“疲劳”状态时，应分析一下，到底是
属于生理性疲劳还是属于心理性疲
劳。专家们认为，有心理性疲劳的孩
子常有以下几种表现：

1.

孩子变得不爱上学，不愿见

老师， 甚至每到上学前， 孩子就喊
“肚子疼”“头痛”等。

2.

有的孩子不愿做作业，一看
书就犯困。

3.

即使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
下，注意力也常常不能集中；有的孩
子虽然也在看书，却“看不进去”。

4.

不愿大人过问学习上的事情，

对父母的询问常保持沉默， 或者表
现烦躁，或者转移话题。

5.

上课时常打不起精神，课后却
十分活跃，表现为“玩不够”。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的“累”是
属于心理性疲劳，父母不必过于惊慌。

首先， 父母要减轻精神压力，对
孩子要有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
计，对孩子的学习不能单纯地从分数
的高低来衡量，要考虑孩子学习的原
有基础，每次考试试题的难易，孩子
学习上的困难及临场发挥等诸多方
面的因素。 对孩子成绩要做纵向比
较，即自己和自己比，过去和现在比。

二是要经常告诫孩子做到“胜

不骄、败不馁”，培养孩子坚强的意
志和坚韧的毅力。 在对孩子适当严
格要求的同时， 还要融进家长对子
女的一片慈爱之心， 力求鼓励多于
斥责，切不可简单粗暴，打击孩子的
信心。

三是家长在课外辅导中， 要尽
量有针对性， 并使方法多样化。 比
如，孩子对作文感到困难，并不是他
缺乏课外读物， 而是没有亲身感受
可写。 这就需要家长多带孩子外出
活动，增加接触自然和社会的机会，

并且有意识地引导孩子观察和积累
素材，从而形成自己的感受，有助于
打开思路。 当他们为获得知识而感
到有内容可写时， 就会感到无穷乐
趣， 心理上的疲劳症状就会减轻或
者消除。 （新浪）

切莫让分享教育退居二线

教育孩子是门学问，父母在生
活中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
的成长，所以家长应该特别注意自
己的教育方法。

案例：小区的绿地旁，天天和
妈妈拍球，球从妈妈手里传过来，

天天没接住，跑着去捡。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正在摆弄着玩具推土机
的苗苗， 顿时忘了球在不远处等
他，上前一把夺过苗苗的推土机。

苗苗正玩在兴头上， 被这突如其
来的“抢劫”吓了一跳，一时不知
所措，但瞬间就反应过来了，生气
地对天天说：“这是我的，给我！ ”

天天一言不发， 紧紧地把小推土
机抱在胸前。 苗苗伸手去掰天天
的手，天天反而抱得更紧。

苗苗妈静静地看着两个孩子
的争执，看来是想让孩子自己解决
这一纠纷。 苗苗无助地看看妈妈，

急哭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天天妈拿
着球过来对苗苗说：“天天是弟弟，

你是小姐姐，姐姐应该让着小弟弟
是不是？ 天天玩一会你的车就还给
你，你先玩玩他的球好不好？ ”看着
阿姨递过来的球，好说话的苗苗不
哭了：“好吧， 那他玩一会就得给
我。 ”天天可没苗苗这么好说话，自
己的东西绝不能让别人碰。 为了不
惹恼儿子， 天天妈趁他不注意，把
一个小风车递给苗苗玩。

解读：天天是家里的“中心”，

想要什么妈妈都立刻满足， 家里
没有的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买来
给孩子。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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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多的天天不能
接受别人说“不”，凡事以自己的
需要作为唯一的标准， 不懂得体
谅别人。

天天妈为儿子独当一面，表面
上看是护着孩子， 实际上是害了

他。 哪一个孩子都不可能避开社会
这张大“网”，天马行空、独往独
来， 他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
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学习与人交
往等技巧开始的， 而分享则是与
人相处的基本规则。 很多情况下，

孩子必须要与他人共同分享许多
权利，不能独占，更不能把不属于
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如果孩子
做不到这一点，就得不到尊重、信
任、友谊、支持，得不到他人给予
的成长动力， 当然也很难找到合
作伙伴，纵使他聪明过人，终将一
事无成。

（中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