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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教育方法
孩子家长都开心

稿件由本报记者 宋建立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好的教育 从来不贵
曾经，娱乐圈“好爸爸”李亚鹏写的

带女儿李嫣回老家小住的微博上了热
搜，引来网友“点赞”无数。

清净的老宅，葱郁的树木，生机盎
然的田野，父女俩迎着夏日凉风，在乡
间小路上惬意骑行，这种轻松和愉悦之
情，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在李嫣很小的时候，李亚鹏就注重
培养她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情愫。他陪
女儿爬山、游泳、露营、下田干农活，观察
作物生长，还一起做科学观测。“我们在十
三陵水库的湖边选了一个固定的地方，每
年的24个节气那一天，尽量全家一起去
那个地方做水温测试、空气湿度测试。比
如惊蛰，我们就去寻找一只苏醒的虫子，
还会辨别不同植物……”李亚鹏说：“这样
的教育未必是应付高考的，也不是所谓的
教育所需的内容。”但是，他希望能够给女
儿更大的、可以拓展的未来。

爱默生曾说：“培养好人的秘诀就
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亲近自然的
孩子，他们的内心一定是丰盈、坚韧的，
因为他们爱的不仅仅是自然，而是所有
鲜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启发生命最
好的方式。

光脚在河里捞虾抓鱼，认真观察小
蝌蚪如何一步步变成青蛙，碾碎凤仙花
染指甲，捡发黄的树叶当书签，满山遍
野找甜甜的毛针草……很多“70、80”后
是在大自然中“野”着长起来的。那时，
没有手机、没有网游，大自然就是最好
的乐园。

如今，科学技术的进步让孩子什么
都不缺，唯独缺少了与自然的连接，即
便没有被眼花缭乱的数码产品侵蚀，孩
子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被作业、培训、比
赛塞得满满当当。

美国儿童权益倡导者、奥杜邦奖章
获得者理查德·洛夫在《林间最后的小
孩》中提出了自然缺失症的概念。洛夫
认为，人类就像需要睡眠和食物一样，
需要和自然的接触。

在孩童时代接受到的外界自然刺
激越多，感官开发就越充分、越能促进
大脑发育。而与大自然的接触不够充
分，不仅会导致感官失调和迟钝、肥胖
症、抑郁症等疾病，更会形成狭隘、无
情、缺乏自信和合作精神的性格。

如今的家长都希望在孩子教育上
花的金钱和精力掷地有声，似乎不掏高

价报培训班，就觉得孩子学不到什么东
西。其实，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
免费的——阳光、微风、海浪、池塘、公
园、树林、田野……

对于孩子来说，大自然里的一草一
木都是打开认识世界大门的钥匙。通
过感知大自然，孩子不止能锻炼观察、
描述、分类、调查现象、提出问题、得出
结果等科学思维能力，更由此变得有爱
心、责任心，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所以，在美丽的四季，带着孩子亲近自
然，唤醒孩子对自然的感知力和观察
力，才是唯一正事！

世上有很多缘分会因为“等不忙的
时候”而错过，有很多亲情会因为“等不
忙的时候”成为遗憾，世上还有很多孩
子会因为一直在等父母“不忙的时候”
而错过该有的陪伴。你错过的不只是
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对你的爱。父母
和孩子，从来都是一种相互成全的状
态。孩子的爱，可以治愈父母生活的
苦，给到父母最柔软、最温情的力量。

父母的陪伴，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能够培养孩子内在的安全感和外在的
行为习惯。

人的一生当中要接受三种教育，即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对一个孩子最重要
的便是人生开始阶段的家庭教育。正确地教育
孩子，家长需要形成正确的养育观念，掌握切合
的教育方法，方能事半功倍。

1.不要把生活安排得太满
美国儿童教育学者汤姆斯、阿姆斯壮指出，

自由玩耍比有计划性的活动，对学龄前的孩子来
说更为健康有益。父母要避免将孩子的时间塞
满各种活动。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有一些无所事
事、随性玩耍的时间。

2.教导他关怀别人
快乐的孩子需要能感受到自己与别人有某

些有意义的联结、了解到他对别人的意义。要发
展这种感觉，可以帮助孩子多与他人接触。你可
以和孩子一起整理一些旧玩具，和他一起捐给慈
善团体，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也可以鼓励孩子
在学校参与一些义工活动。专家指出，即使在很
小的年龄，都能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
并养成喜欢助人的习惯。

3.鼓励他多运动
陪你的孩子玩球、骑脚踏车、游泳……多运

动不但可以锻炼孩子的体能，也会让他变得更开
朗。保持动态生活可以适度纾解孩子的压力与
情绪，并且让孩子喜欢自己，拥有较正面的身体
形象，并从运动中发现乐趣与成就感。

4.笑口常开
常和孩子说说笑话、一起编些好笑的歌，和

你的孩子一起开怀大笑，对你和孩子都有益处。
光是大笑，就是很好的运动。

5.有创意的赞美
当孩子表现很好时，不要只是说很好。赞美

要具体一些，说出细节，指出有哪些地方让人印
象深刻，或是比上次表现更好。例如，你今天有
主动跟警卫伯伯说早安，真的很有礼貌。不过，
赞美时也要注意，不要养成孩子错误的期待。有
些父母会用礼物或金钱奖赏孩子，让孩子把重点
都放在可以获得哪些报酬上，而不是良好的行为
上。父母应该让孩子自己发现，完成一件事情所
带来的满足与成就感，而不是用物质报酬来奖赏
他。

6.确保孩子吃得健康
健康的饮食，不仅让孩子身体健康，也能让

孩子的情绪较稳定。不论是正餐或点心，尽量遵
循健康原则，例如：低脂、低糖、新鲜、均衡的饮
食。

7.激发孩子内在的艺术天分
虽然科学家已证实没有所谓的莫札特效应，

但是多让孩子接触音乐、美术、舞蹈等活动，依然

可以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专家发现，当孩子随
音乐舞动、或是拿着笔涂鸦，其实都是孩子在抒
发他内在世界、表达情感的方法。孩子喜欢画
画、跳舞或弹奏音乐，也会对自己感到比较满意。

8.常常拥抱
轻轻一个拥抱，传达的是无限的关怀、是无

声的我爱你。研究发现温柔的抚触拥抱，可以让
早产儿变得较健康、较活泼，情绪也较稳定。对
于大人而言，拥抱也能让人减轻压力，抚平不安
的情绪。

9.用心聆听
没有什么比用心聆听更能让孩子感受到被

关心。想要当个更好地倾听者吗？不要只用一
只耳朵听，当孩子对你说话时，尽量停下你手边
正在做的事情，专心听他讲话。要耐心听孩子说
完话，不要中途打断、急着帮他表达或是要他快
快把话说完，即使他所说的内容你已经听过许多
遍了。陪孩子去上学途中或哄孩子上床睡觉时，
是最佳的倾听时刻。

10.放弃完美主义
我们都期望孩子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可是

有时候太过急切纠正或改善他们的表现。例
如：嫌弃他们没把桌子擦干净，干脆自己再擦一
遍;或是纠正他们一定要把东西摆到一定位置。
事事要求完美，会减弱孩子的自信心与不怕犯
错的勇气。下次当你忍不住想要掺一脚，急着
帮孩子把事情做得更好时，不妨先想想看:这件
事跟健康或安全有关吗？想象 10 年之后，这件
事还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是No，那么就放手让
孩子去做吧！

11.教导孩子解决问题
从学会系鞋带到自己过马路，每一步都是孩

子迈向更独立的里程碑。当孩子发现他有能力
解决面对的问题，就能带给他们快乐与成就感。
当他遇到阻碍时，例如：被玩伴嘲笑或是无法拼
好一块拼图时，你可以有几个步骤来帮助他：（1）
确认他的问题。（2）让他描述他的解决方式。（3）
找出解决问题的步骤。（4）决定让他自己解决这
个问题或提供一些帮助。（5）确定他能获得需要
的协助。

12.给孩子表演的舞台
每个孩子都有特有的天赋，何不给他们机会

表现一下？如果他们喜欢说故事，鼓励他多说故
事给你听。如果他对数字很擅长，带着他去逛
街，让他帮你挑选价格便宜的东西。当你能欣赏
孩子的才能，并表现出你的热情时，孩子自然会
更有自信心。我们身边的孩子所需要的，不只是
衣食无虑的生活环境而已，他们需要大人陪伴他
去“经历”他的成长过程。

好孩子来自正确的养育观念

“孩子变得不爱学习了，成绩也越来越差，平时在家也不爱和我
们说话”“再用以前的打骂方式教育也没用了，他还是我行我素，完全
不听我们的”“有一种痛苦叫陪娃写作业”……我们自认为在孩子的
教育上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孩子并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成
为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该怎么办？

虽然家庭情况不同、教育方式也各有千秋，但目的都是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健康成长。作为父母，究竟该怎样教育孩子?

要想知道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得先蹲下来，从孩子的
位置和高度去看世界。其实，孩子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我们静下心
来，一定能够听到孩子的心声。

北京一位名师谈起外出旅游时，曾
被一间旧时学堂的对联所吸引：上联

“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下联“正风
移俗是所望于群公”。他很感慨，“一间
名不见经传的学堂，也有它的教育理
想，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位学堂主人的
价值观。”

教育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等核心命题。这件师者
眼中的小小趣事，恰恰向人们提出一个
问题，教育应当给孩子们传递怎样的价
值观——

好比灌浆期的小麦，阳光充足则颗
粒饱满；孩子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重要
阶段，第一粒纽扣扣得对错决定人生成
败。能不能养成精忠报国的责任担当、
崇德向善的思想节操、孝悌忠信的传统
美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传递出的价值观“总开关”。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再次
提出了给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强调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
都有责任。这在当前语境下颇有深意：
信息资讯丰富多元的今天，孩子如海绵
般汲取着课堂教育的知识，也吸收着来
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墨水”。教育灌输
怎样的价值导向，青少年便拥有怎样的
精神气质；社会各单元捍卫怎样的价值
追求，青少年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怎
样的精神内涵。

毋庸讳言，作为信息爆炸时代的网
络原住民，当代青少年有着更丰富的眼
界也有着超强的学习模仿能力。但社
会肌理纷繁复杂，有些孩子难免在娱乐
至上的氛围中理想淡化、价值观迷失；

“唯分数论”教育理念下，部分学生难免
“分数满满，信仰空空”。当我们叹息一
些人年纪轻轻就缺乏责任担当，面对诱

惑围猎秉持利益至上，或许更该反思，
我们传递出的价值观出了什么问题？
及时矫正价值观导向，责任才能不淡
漠、道德才能不缺位。

越是面对日渐复杂的现实和颇多
的诱惑，越是有必要回头看看对联中前
人的教育理念。教育如光，面对先生提
问，革命先辈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黄大年在毕业留言册上写下“振兴
中华，乃我辈之责！”只有教育的探照灯
笔直而明亮，孩子们的未来才会光明而
正确；只有大多数人志高昂，知廉耻、懂
荣辱，辨是非，社会才不至于“每多随波
逐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教育者，养成人性之事业也。非
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蔡元
培如是说。眼下开学已有近一个月，各
方面教育工作都步入正轨。期待社会
各方，着眼青少年价值观成长成熟的关
键阶段，正确引导、积极教育，为他们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转自新华社）

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