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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向他人介绍你的孩子吗？

在国外的很多家庭中，父母们都有
介绍孩子的习惯， 在大人介绍完孩子
后， 孩子们也彬彬有礼地向客人问好，

然后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显得非常自
然妥帖。

而在我国，许多父母都没有在比较
正式的场合中介绍自己孩子的习惯，他
们可能认为小孩子不懂事，没有必要向
客人介绍。 于是，当有客人到来时，孩子
只好靠边站，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忠实的
“听众”，或者只是对孩子说道：“到一边
玩去吧。 ”

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介绍孩子？ 父
母要学会介绍孩子，这既是尊重孩子的
表现，同时也可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
重要性，从而促进孩子言行上的规范。

我们经常听人说，国外的孩子为什
么就显得那么稳重和成熟，为什么大多
都能够在

18

岁之前形成自己的性格和
锻造出适应社会的能力。

小案例
大家都觉得婷婷是非常懂事和有

礼貌的，在一次闲聊时婷婷妈妈这样说
道：“我有意识地学着国外的父母，无论
是有友人来访，还是在街头巷尾遇到同
事，或是在一些聚餐上，都不失时机地
向朋友介绍孩子。 开始的时候，女儿有

些不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渐渐
适应了，在我介绍完她之后，她总是很
礼貌地回应一声，待人处事也大方得体
得多了。 ”

所以，培养孩子要从细微入手，从点
滴做起， 介绍孩子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大不了的， 却是培养孩子一个很好的切
入点。实践已经证明，作为父母要学会介
绍自己的孩子，有意识地介绍孩子，长期
坚持，必有益处。

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介绍孩子”

这件事的话， 这同样表现出了家长对孩
子的尊重， 平时总在说孩子应如何尊重
长辈，难道这不应该是平等的么？

也许有些父母认为这样做会有损做
家长的尊严，其实恰恰相反，让孩子感受到来
自家长的尊重、理解，久而久之你会拥有一个
自信、独立、有礼貌、乐观、正能量的小孩。

生活中自然少不了各种聚会、聚餐，

若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的话， 家长朋友们
不如就此迈出第一步， 向他人介绍一下
你的孩子吧。 （杨梅）

如何让孩子从互联网上

准时下来？

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现在还很难用“好”与“坏”

来简单评定，但有一些孩子因上网成瘾而走上不归路的
例子倒总是见诸报端。有的家长抱怨：“上网玩游戏比亲
爹亲妈还要亲，一旦上去，就很难下来了。”“你不让他玩
游戏，就跟丢了魂儿似的。”本文暂不涉及让孩子养成好
的学习习惯、 让孩子生活充实有意义等话题的探讨，仅
从方法上，帮助那些为此焦虑的家长，让孩子从网游上
准时下来。

1.

邀请孩子开会讨论：别不把村长当干部，孩子也
是人，如果家长单方面制定制度，强制孩子遵守，效果往
往不好，甚至会背道而驰。有的孩子表面服从，心里别着
个劲儿甚至逆反， 最后都会爆发出不同程度的对抗情
绪。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制定游戏规则，孩子被尊重的
心理得到满足，就会乐意尊从这样的规则。

2.

设置上网条件：这里商量得越细越好。 例如有的
家长会要求孩子完成作业后才能上网，那么完成哪几种
作业才能上网？作业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完成？都要和孩
子一一量化。 每个家庭情况不同，家长可结合自身设定
适合自己孩子的上网条件。

3.

设置屏幕时间：为了不让孩子动歪脑筋钻空子，

也为了规则更严谨，家长可把电脑、手机、

ipad

、网络电
视、游戏机等上网的载体时间，统称为屏幕时间，和孩子
一起商定玩游戏时间的长短。

4.

设定上网范围：家长要对孩子上的网站做到心中
有数，不能由着孩子的性子想上什么就上什么，否则会
后患无穷。 家长可先登录看一看并试玩一下，在自己认
可的网站中，让孩子进行挑选，如果孩子提出其他的网
站，家长要登录看一下，如无大碍可同意。 另外，家长不
要把电子产品放在孩子的卧室里，可放在家里相对开放
的地点，确保你出来进去都能很容易地看到它即可。

5.

承担后果：超过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承担相应的
后果。 孩子一开始也许会有意无意地超过时间，这其实
也是在有意无意地试探家长，家长一定要严格按照开会
商定的规则去做， 让孩子承担这个行为引出的后果，而
不是承担与这个行为无关的后果。

6.

文字化、正式化：开会商定后，把以上具体内容写
在纸上或本子上，家长请孩子签字，写下签字日期，写下
执行日期。 让孩子感受到这不是儿戏，而是很严肃很郑
重的事情，让孩子明白什么是一诺千金，既然商定了就
按照条款去做，违反规则了就承担后果，如果忘记了有
文字可查。 只要孩子和家长一起努力，孩子会慢慢在此
方面形成好习惯，到时，不用家长提醒，不用闹表，孩子
自己就会准时从网游上下来。

对于上网问题，家长谨记的是：我们要的是疏，

不是堵。 （扶瑟）

小小男子汉养成记

大家常说“男孩穷养、女孩富养”，

说起“男孩穷养”，其实多数家长的心理
是通过“穷养”，期望自己家的儿子将来
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有责
任、有担当。 要我说这事得从小培养，先
从小男子汉做起吧。但是，愿望虽然是美
好的，但鉴于现在的孩子都十分宝贝，想
必家长是舍不得“穷养的”。那么，我们就
一起来看看“小小男子汉养成记”。

男子汉教育存在的误区
男孩情感就一定比女孩坚强有些

父母认为男孩子应该多磨练心志，所以
在教育时对男孩会更加严苛。父母可能
更倾向于在女孩面前表达爱， 对于男
孩，则是爱在心中少开口。

其实，孩子的心灵都是脆弱的，幼儿
自我的认知还未完全建立， 在成长过程
中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 他们在父母身
上感受到的爱，有利于他们建立自尊、自
信。所以爸妈们，男子汉的成长也需要爱
支撑，记得多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爱。

男孩子就应该多经历挫折遇到挫
折，克服困难，是男子汉的必经之路。由

于挫折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避
免。不免让部分心急的父母产生一些想
法：人为地让孩子面对更多的挫折的。

但是人为地为孩子创设一种虚假
的环境，容易显得刻意，挫折的意义大
打折扣，其实过多的挫折可能会给孩子
带来自卑感，让他们陷入悲观的情绪。

父亲角色的重要性
曾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培养小

小男子汉》一文中指出：“男孩早期男性
观念和行为的习得，很关键的因素就是
观察模仿父亲的语言和行为，并接受家
庭特别是父亲对其男性化角色的规范
要求，男孩需要父亲而建立男子汉精神
及阳刚气， 以促进其个性和谐发展，但
不少家庭中在男孩迫切渴望父亲以其
男性化角色实施关键性影响的时候，无
知的父亲却以工作忙、教孩子心烦等理
由轻率地放弃了。 ”

“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作
为父亲这个关键而独特的角色，在促进
孩子个性健康和谐发展、形成男子汉阳
刚之气中的作用。 母亲则以特有的温
顺、柔美的感情去哺育着性情未定的男
孩子，用那‘不调皮听话就是好孩子’的
价值标准去评价、规范心智未开的男孩
子。 结果男孩子变得细腻胆小、依赖性
强、循规蹈矩起来。 ” （姜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