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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得好我就给你买”后患无穷

作为一个老师，我深知家
庭教育对一个孩子成长和学
习的影响。自从女儿被港大和
北大同时录取，我身边有很多
家长都来取经， 问我要怎么
做， 才能让孩子考出好成绩。

我认为，不能因为孩子考入了
名校，就认为她的习惯都是好
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首先
认为是不少家长经常误闯的
“误区”，那就是用金钱来激励
孩子的学习。今天就分享我的
一点心得。

用钱作谈判筹码？ 给多错多

下面这个场景，你肯定不
会陌生：一个小男孩放学回到
家，看到家里多了一个乐高积
木玩具，非常高兴。没想到，妈
妈说了一句：“这是你外公给
你买的生日礼物， 还说了，你

期末考试要考得好才让你
玩。 ”小男孩立刻像泄了气的
皮球，垂头丧气地进了自己的
屋子，直到妈妈喊他吃饭才出
来。 整个晚上都无精打采的。

“下次数学考试得
90

分，

爸爸就给你买个足球。”“每天回
家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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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数学题，妈妈过些天
给你买条漂亮的裙子。 ”……这
些话几乎是一些家长的口头
禅。 在如今，“学习好，便一好
百好”， 家长们为了刺激孩子
好好学习，习惯于把物质奖励
作为条件，跟孩子谈判。 殊不
知，却是走错了方向，越努力，

效果越差。

要知道， 孩子远没有如大
人般清晰的学习目的，这种有条
件的奖励，会让孩子产生混乱的
概念， 以为物质便是学习的目
的。 并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欲求也会增长，而家长总有一天

不能满足孩子的欲望。当我们不
能满足孩子欲望的时候，孩子的
学习兴趣便会大打折扣。

比起物质，“廉价”的夸奖更有效

这两种孩子， 无论哪种孩
子，都会感觉到家长对他的爱是
有条件的，从而对自己存在的价
值产生怀疑。我经常给孩子买玩
具和漂亮的衣服，但只是因为我
认为孩子收到礼物会开心，我爱
她，所以我希望她开心，绝不是
因为她考了个好成绩。

代替物质奖励，我经常会
见缝插针地夸她。

比如，小时候她跟着我去
买菜，一次，卖菜的秤完菜交给
我的时候，她告诉我：“妈妈，你
应该给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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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8

毛钱。”那是
她第一次在生活中活用数学
啊，我特别开心，忙夸她，“你都

能算账了。下次妈妈不用来，你
都可以帮妈妈把菜买回来了。

妈妈好高兴。”她听了之后很高
兴，因为她内心那种被肯定、被
信任的渴望得到了满足， 这让
她很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后来她再去学数学的时
候，就更加用心了，因为她明
白学数学的用处是什么了。

就因为这一次买菜的经历，这
种学习数学的兴趣就被调动
起来了。 成就感和价值感上
的被满足，是精神鼓励，这样
的精神鼓励比物质诱惑的作
用更加长久， 而且省时省力，

家长随时随地就可以做到，只
是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创
造机会。 （丁琳）

为什么 3 岁的孩子就有逆反心理？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
只会发现，孩子会有叛逆的
阶段， 而且会有叛逆的心
理，越不知道怎么样，就会
越怎么样，所以很多家长都
非常的气愤，尤其是

3

岁的
孩子充满好奇心，大人不尊
重孩子也会造成孩子反感，

为什么
3

岁孩子也会出现
叛逆心理？

1.

好奇心得不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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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的孩子好奇心
强，求知欲旺盛，什么都要摸
摸、碰碰，这常会惹恼大人，轻
则行动被限制， 重则受到训
斥、体罚。 这样简单地对待孩
子，当然会引起孩子的反感。

2.

大人不尊重孩子。

孩子虽然年龄小， 但也
有自尊心， 爸爸妈妈应该尊
重他们， 根据他们的身心特
点进行教育， 那种讽刺、挖
苦、辱骂、体罚，只能引起孩
子的逆反心理。

3.

遇事唠唠叨叨。

有些爸爸妈妈认为孩子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会儿
说注意这，一会儿说注意那，

唠叨没完，时间一长，孩子就
会厌烦，产生逆反心理。

4.

不顾孩子的意志。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
性， 有些爸爸妈妈不顾这些
差异，强行给孩子“定向”。比
如他们要孩子学这学那，规

定每天读多少单词、 练几小
时琴等，否则给予惩罚。这很
容易引起孩子的对立情绪。

5.

缺乏感情沟通。

爸妈缺乏与孩子经常的
感情沟通， 缺乏对孩子的尊
重， 孩子也会以不尊重来对
待爸妈。

6.

大人对孩子过分迁就。

孩子认为犯了错误不会
受到批评， 这种错误的信息
让孩子不明是非， 一旦爸爸
妈妈想管教的时候， 孩子就
很不适应，出现逆反。

7.

权威式的作风。

专制的教育使孩子感到
不舒服、压抑，因而便以反抗
来对待爸爸妈妈。

8.

缺乏满足感。

由于种种原因， 爸爸妈
妈不能经常和孩子在一起，

尽管物质上极为丰富， 但孩
子在情感上却感到十分饥
饿，时间长了，在缺少父母的
满足感。 （诗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