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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大概在女儿4岁半的时候，有
一天晚上，她和朋友Yuki在Yuki
爸爸的车里玩。不一会儿，女儿手
里拿了一个小东西从车里出来了，
Yuki追了出来，说我女儿拿了她
们的东西，要讨回去，两个人起了
争执。

我急忙过去了解情况，Yuki
一直强调女儿拿了车上的东西，小
孩子都有领地意识的，坚持要女儿
还回去，而我女儿死死拽着手里的
东西，一个劲地摇头、流泪，不说话。

当时天很黑，女儿小手紧紧地
捏着一样东西，我当时寻思，这孩
子怎么这么不懂事，随便拿人家东
西还不肯还，性质太恶劣。

几番劝导下来，女儿就是不肯
归还，我情绪越来越激动，开始责骂
她，女儿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感觉
她的抗拒从没这么激烈过。我当时
只有一个想法：“别人家的东西一定
不能随便拿，必须还回去！”在我各
种威逼利诱下，和我僵持了10来分

钟的女儿妥协了，她极不情愿地把
手中的东西还给了Yuki，我也引导
她们彼此拥抱达成和解。

我为自己又“顺利化解”一场
小孩的“纠纷”长舒一口气，潜意
识里又悄悄给女儿的负面清单增
加了一项内容，以为事情就这么
过去了。

大概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和
女儿在家里一起拆坚果零食袋，里
面突然掉出来一小袋干燥剂，我顺
势做了一下科普教育，“这个干燥
剂很危险的，千万不能放到嘴巴
里，会烫坏嘴巴喉咙的”。

女儿说：“我知道，奶奶跟我说
过，干燥剂会着火的，很危险。”奶
奶为了教育效果，显然夸大了危
害。然后我女儿顺口说了一句：“爸
爸，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从Yuki
爸爸车上把干燥剂拿下来，然后你
把我骂哭了。”

“啊，我记得，你那天手里捏的
是干燥剂啊，那你为什么不肯还给

Yuki，你也没跟我说清楚原因。”
我回答道。

接下来女儿的回答让我极为
愧疚，甚至改变了我对孩子教育的
认知。她说：“我那天在车里发现了
干燥剂，就想拿出去扔掉，我害怕
她们的车子会着火，我不想让她们
这么危险。如果着火了，你们消防
队就要灭火（我在消防部门工作），
你们很辛苦，我不想让你们去灭
火，但是那天你很生气了，声音太
大了，我害怕，我说不清楚。”多么
纯真善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
孩子！想起女儿当晚撕心裂肺的哭
声，我一把抱住这个小小的孩子，
感觉特别的羞愧自责。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认为自己
比孩子更“明辨是非”，我们习惯用
大人固有的成见去打量孩子的行
为，我们习惯用大人的音量去掩盖
小孩微小的声音，却可能因为孩子
表达能力、情绪控制的局限性，错
怪、冤枉了孩子很多的善意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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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起，本报开辟了《我

的家庭教育故事》《家庭教育“一
问一答”》栏目，聚焦新时代家校
社协同育人理念与践行，或为家
长分析、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
提供可操作的合理建议；或分享
家庭教育中的精彩故事。

如果你有好的家庭教育经验，
或有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都可来
稿。我的家庭教育故事（案例）请在
标题左上方注明“我的家庭教育故

事（案例）”征文字样，篇幅在800字
左右，需电子稿。来稿以“文章标
题+姓名+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
件 发 送 至 何 老 师 邮 箱
（4432731@qq.com）。

家庭教育“一问一答”请在标
题左上方注明“一问一答”家庭教
育专栏字样，篇幅在200字左右，需
电子稿。来稿以“文章标题+姓名+
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件发送至
范老师邮箱（fshwws@126.com）。

征集仍在进行欢迎来投稿

问：如何培养孩子做作业时的专
注力？

答（宁波市海曙区雅戈尔小学教
师陈璐）：一、建立规律，固定写作业
的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孩子
一起商定做作业时间表。一旦商量
好，就要严格遵守。

二、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情

绪。父母应避免说“做不完作业不
许……”之类的话，威胁和惩罚会引
起不必要的焦虑，而焦虑会损坏孩子
大脑前额叶皮层。积极正面的情绪有
助于专注，父母要好好与孩子沟通。

三、减少干扰。清除书桌上一切
与学习无关的用品。对于专注力不强
的孩子，尽量避免杂事和声音。

家长真的比孩子更能“明辨是非”吗？

女儿给我上了

分享人：宁波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 学生家长 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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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些家长总是不问清原因，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做错了。

他们或者提高音量，或者大声地批评，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会让孩子不敢说，不想说，

只会哭，结果是冤枉了孩子。本期这位分享人的故事，值得家长聆听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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