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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亲子讲堂

在公共场所和新

闻报道中，经常能看到

一些过于顽皮、到处惹

祸的“熊孩子”。他们

“无厘头”的行为，不仅

让人抓狂，甚至可能会

引发惨案。如何避免

孩子成为“熊孩子”？

近日，珠海市名班主任

办公室主持人、市家庭

教育研究会讲师团讲

师颜婧做客“德行珠

海·亲子讲堂”，为家长

带来智慧家教的诀窍。

颜婧提醒广大家

长，没有哪个孩子天生

就是“熊孩子”，孩子的

行为往往和家教有

关。智慧的家教既要

把爱给孩子，也要把规

矩教给孩子，合理的规

矩并不会压抑孩子的

天性，反而对孩子一生

的发展都有助益。

孩子不懂规矩，有些家长
认为，责任在于学校。颜婧指
出，其实作为家长，更应该反思
自己的家教到底有没有问题，
自己是不是“熊家长”。还有家
长认为，规矩会束缚孩子的天
性，干脆就放纵孩子，甚至溺爱
孩子。在颜婧看来，这种做法
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俗话
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好的规
矩是教养，是德行，是文化，而
智慧的家教往往是有规矩的家
教。颜婧提出了在家庭教育中
培养孩子守规矩的七个技巧。

一、转移注意力。让孩子
对“问题”行为的注意力转移到
帮助家长做事或者有趣的事情
上。一般来说适合不太严重或
者偶然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
在超市里想要随意拿货架上的
商品，家长可以转移孩子的注
意力，说：“宝贝，快来帮我挑一
挑你最爱吃的橘子吧！。”反面
的例子是呵斥孩子，告诉他这
样做要挨打。

二、明确表达强烈不同意
的立场，但不攻击孩子的人格，
让孩子了解问题本身的影响。
适合行为后果比较严重，需要
及时予以纠正、明确态度的问
题。当孩子在超市乱跑时，家
长可以温柔而坚定地告诉他：

“我不喜欢你这样！小孩在过
道乱跑会干扰别人购物！而且
很容易摔伤自己！”让他知道这
个行为不仅不利于别人，还不
利于自己。

三、表明你的期望。适合
问题影响不大，属于主观上非
故意的行为。对于已经发生的
错误，不过分追究，并表明对孩
子下次行为的期望。比如说孩
子在学校丢了玩具，告诉他，

“我希望你能保管好自己的玩
具 ，下 次 能 让 它 和 你 一 起 回
家。”教育孩子应当学会保管
好自己的物品，并期望他的改
变。而不是跟孩子说：“下次我
再也不给你买玩具了！”

四、提供选择。提供给孩
子合理的、同时家长能接受的
选择，给他被尊重感，而不是
被强迫感。适合行为相对顽
固 ，但 有 可 替 代 的 选 择 的 问
题，也可以用于引导孩子开始
某种行动的建议。孩子沉迷
电视的时候，家长可以诱导孩
子：“现在洗澡，待会我会给你
讲两个故事听；现在看电视，
洗澡后没时间讲故事。你自
己来选吧！”

五、告诉孩子怎样弥补自
己的失误。适合由于无知而导
致的失误，需要补充孩子相关
常识的事件。比如说孩子不小
心弄花了沙发，家长可以教育
孩子：“看沙发都花了，以后用
完笔就把笔帽盖起来，放在房
间里。”

六、采取行动。对于反复
建议多次的问题仍然没有改
正，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适
合相对严重的原则性问题，特
别是“屡教不改”的问题，家长
需表明正确的原则。比如说孩
子边吃饭边看电视，家长可以
提醒孩子专心吃饭，屡次劝说
无果后可以关掉电视。

七、让孩子体验错误行为
的自然后果。适合用于孩子存
在一定的主观意识的行为，即

“明知故犯”的行为，让他去承
担因此引起的后果。比如说孩
子在满是油污的餐桌上玩玩
具，家长可以让孩子自己去擦
干净桌子和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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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婧：珠海市
名班主任办公室
主持人、市家庭教
育研究会讲师团
讲师。

“智慧的家教既需要把
爱给孩子，也要把规矩教给
孩 子 。”讲 座 一 开 始 ，颜 婧
便 把 智 慧 家 教 的 妙 招 抛 了
出 来 。 她 举 了 一 个 发 生 在
作家莫言身上的例子：莫言
从小喜欢听人说书，于是每
逢赶集，莫言的母亲便不让
他 干 活 ，默 许 他 去 集 上 听
书 。 莫 言 的 母 亲 虽 然 不 识
字 ，但 是 她 有 意 无 意 地 保
护 、培 养 了 莫 言 的 学 习 兴
趣。同时，莫言的母亲还非
常 注 重 孩 子 的 品 德 教 育 。
有次莫言去卖菜，多收了一
角钱。母亲没有骂他，只是
轻轻地告诉他“儿子，你让

娘丢了脸。”颜婧指出，从这
个 例 子 中 ，可 以 看 出 莫 言 母
亲 的 家 教 智 慧 ：对 于 孩 子 的
兴 趣 爱 好 ，她 用 尊 重 和 爱 包
容他；对孩子犯下的错，她并
没 有 拿 起 棍 棒 ，也 没 有 大 声
责 骂 ，更 多 的 是 引 导 性 的 建
议 和 指 引 ，让 孩 子 明 白 做 人
的规矩和原则。

“智慧家教往往能对孩子
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
果 ，而 关 键 就 在 于 培 养 孩 子
守规矩。”在颜婧看来，对孩
子的管教和对孩子的爱并不
冲 突 ，没 有 爱 的 规 矩 是 不 完
整 的 ，光 有 爱 没 有 规 矩 也 是
不可行的。

爱和规矩缺一不可

“智慧家教虽然重在规
矩的培养，但前提是亲子之
间要有良好的关系。”颜婧
提醒家长，过度的责备、管
束孩子，不仅不会起到教育
作用，反而会矫枉过正，适
得其反。在颜婧看来，孩子
在 10 岁之前并没有太多社
会阅历，往往会特别崇拜父
母，而 10 岁之后，孩子的自
我意识不断增强，对父母的
崇拜感可能会有所降低，甚
至逐渐远离父母。因此，家
长在教育青春期、叛逆期的
孩子时，尤其要注意自己的
言行和措辞，遵守“尊重、理
解、信任、帮助、学习”的原
则。

古人育子有七不责，分
别是对众不责、愧悔不责、
暮夜不责、饮食不责、欢庆

不 责 、悲 忧 不 责 、疾 病 不 责 。
颜婧认为，这“七不责”同样也
适用于现代的育子教育。她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亲子关系
的“七大杀手”：父母自己做
不到的事情强求孩子做到；在
家中批评指责太多，夸奖太少
或 不 善 夸 奖 ；不 考 虑 孩 子 个
性，用成人社会的标准苛求孩
子；用“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和
自己孩子的不足比较；对孩子
的爱附加各种条件，对孩子说
话不算数；随便发脾气，拿孩
子当“出气筒”；习惯对孩子做

“坏”的假设。
“这‘七大杀手’往往会破坏

亲子关系，使得家庭教育难以进
行。”颜婧提醒广大家长，良好的
亲子关系是智慧家教的前提，在
教育时尤其需要警惕，自己的言
行举止是否成为了“亲子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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