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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将您
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本报“教
子有方”栏目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邀请专
业心理咨询师或资深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疑解惑，
给出意见和建议。

案例

分析

家长：我家小孩4岁，每天都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哭，比如家里有吃的没马上给他，哭；他
爱看的电视没开或者转台了，哭；叫他自己穿鞋子，哭……总的来说，几乎说什么都带着哭
腔，而且字句里表达总是带有着急、抱怨。我觉得他胆子不大，行为懒惰，他那么多缺点，作
为妈妈，我深感头大与担心，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改过来，让他勇敢、乐观、积极、开
朗、勤快？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孩子爱哭胆小怎么办？
专家观点：寻找具体原因，增加孩子的安全感

作文秀

伏尔泰曾说过：“读书使人心明眼
亮”，毫无疑问，从古至今，读书使人快
乐，读书使人进步。

从有记忆时开始，我读的第一本
书是外婆买的简化版的《唐诗三百
首》，从“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落九天”，再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自幼安静的性格促使我比同
龄人更能静心细品诗书。

古时孙权便有劝言：“但当涉猎，
见往事耳。”有这样一个热爱读书的
人，形象深深刻在我脑海中。那便是
年少时窃读的林海音，一篇《窃读记》
让我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她对读书的渴
求，哪怕冒着被店主骂，被轰出去的后
果，也很小心翼翼地窃读着。在享受
读书的乐趣，增长自己的见识和规范
自身的言行之外，她像我生活中的一
剂慰心良药。

我手中的《唐诗三百首》从简化版
变成了完整版，我总爱在夜深未眠之
时捧书倚窗前，借着明亮清澈、纤尘不
染的月光细酌那一字一句。书中字里
行间的感受，诗里已懂未懂的情感，月
光下浅浅淡淡的愁绪，总会慢慢洒落
下来。

每一次读起这本书，就有一种温
暖而舒适的感受，绵绵密密，如温暖的
细沙覆陇双脚；像春日里的蒙蒙细雨，
淅淅沥沥；又仿佛冬日里的暖阳，忽而
抛洒在冰凉透彻的手掌上；更似温热
暖喉的一剂良药，缓缓喝下。那一刻，
仿佛心中的孤独与悲痛都得以抚慰，
忘却了所有的烦恼，“飘飘乎如遗世独
立，羽化而登仙。”

现在的我们，总有不少人沉溺于
高速发展的电子世界中，总是忘记适
时放下手机，捧起一本纸质书籍。不
少人在前行的路上，急功近利，忘了静
默下来，更忘了释放压力。去捧起一
本喜欢的书吧，抚慰自己在荆棘路上
猛然狂奔而落下的一身伤痕。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
的好处数不胜数，但对我而言，其最大
益处莫过于温暖内心深处的伤口，填
补记忆中空缺的孤独。冬去春来，花
落花开，所幸之处，莫比细品诗书，良
药慰心了。

作者：珠海市实验中学高一（3）
班 何颖瑶

点评老师：易秀芳，珠海市实验中
学首届“首席教师”，高中语文高级教
师，2016 年获“珠海市高中现场作文
赛课一等奖”，热爱语文教学，致力于
传递母语文字文学文化之美。

点评内容：在诗词吟哦中长大的
孩子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会与诗人
对话，找到知音，笔下也渐渐生出诗人
的笔触与情怀。本文的作者呈现出很
好的诗词审美素养，这种素养正是高
考改革下所呼吁的，能在手机挤压纸
质阅读的当下开出一剂良药，引发读
者的深思。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细品诗书 良药慰心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有限公
司首席心理专家曹泽能：这位妈
妈，我先回答“哭”的问题。

眼泪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当一个人早期展现内心最柔软无
力的时候，他或她需要身边人的
温暖关怀、耐心接纳、包容鼓励，
而不是相反的态度，否则后期他
将渐渐尘封受伤的心，或“冰冰有
礼”冷漠待人，这在心理学叫“习
得性无助”。

对于一名4岁的幼儿来说，随
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他的自主欲
求也“水涨船高”。从婴儿期“有
妈的孩子是个宝”全方位依赖，会
发展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三四岁的时候是人的第一
反抗期，青春期是第二反抗期。

“因为一点小事而哭”就是
这 种 反 抗 失 败 后 的“ 残 酷 战
果”。他可能是家里最弱小的

“底层”，他的衣食住行、吃喝玩
乐，几乎都是按大人的标准说了
算。从4岁的幼儿思维分析，他
尚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对于
大人的道理（抽象逻辑思维），他
似懂非懂，这对他来说就是“以
大欺小”，家里有吃的，为什么没
马上给到他吃？他爱看的电视，
为什么要转台？

试问，“弱势群体”吃你的、睡
你的、打又打不过你、说又说不过
你，除了用哭声来“隐性攻击”表
达“灵魂深处”的委屈、愤怒、痛
苦、呐喊等负面情绪，还能做什么
呢？你认真倾听过他内心最真实
的声音吗？你有足够耐心与他交
心吗？如果他真懂了“道理”，或

者他会反问你：妈妈，我是你的
“假儿子”吗？

上面说了“哭”，下面说说“缺
点”。

毫无疑问，如果可以重新选
择，哪个家长都希望要一个“勇
敢、乐观、积极、开朗、勤快”的儿
子，谁也不希望要一个“爱哭、胆
小、懒惰”的儿子。

问题是，孩子可以不可以有
“缺点”？家长能不能接受孩子的
“缺点”？孩子是不是生在一个
“没有任何缺点”的家庭？家长在
孩子的“缺点”形成过程中都做了
些什么？

这位妈妈，估计你看到这里
也可能会反思。如果真的这样，
那么恭喜你，你没有白白向我们
《教子有方》栏目提问。因为，在
孩子成长成熟的过程中，有如下
的育儿理念得到普遍推崇：

1.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
件。孩子的问题从父母身上找，
成人的问题从童年经历去找？

2.孩子的缺点、犯错是其成
长的必要成本，如果家庭不能耐
心包容缺点、有错纠错，那么孩子
的成长成本要他人或者社会来

“支付”吗？
3.孩子到底是谁的“产品”？

孩子逆反，或家长搞不定孩子，是
表示孩子在成长，表示父母没有
成长，或者成长的速度不够。

所以，这位妈妈，你“深感头
大与担心”，有可能你对育儿研究
投入精力较少，也有可能你的性
格较直较急、自我要求较多、办事
效率较高。相对应之下，反差较

大，一时难以接受“一箩筐缺点”
的儿子。我给你的建议是：

一是寻找儿子爱哭的具体原
因。

如果父母缺少耐心、过于严
格，那么越是这样，可能越难让孩
子“跟着家长的感觉走”。家长不
妨先“跟着孩子的感觉走”，放缓
教育节奏，不要急于求成，指望

“一口吃成大胖子”。
如果家长没有照顾到孩子的

需求，那么哭只是他的表达方
式、个性倾向，相当于感冒会流
鼻涕，而非不懂社交礼仪。家长
需要冷静，而非针尖对麦芒，记
住“关系大于教育”，先让亲子关
系融洽。

如果孩子遭受挫折，用哭声
宣泄，那么家长先陪在孩子身边，
陪伴他释放压力，待他情绪缓和
后，再同他交流解决问题的方式，
训练他举一反三的思维，不要在
他哭的时候一上来就讲道理。

二是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尽可能无条件接纳孩子，言传身
教，通过多个不同的具体事例向
孩子示范家长的“勇敢、乐观、积
极、开朗、勤快”优点，让孩子在情
境中有板有眼体会，尤其是父亲
要参与教育中来，让父亲做出男
子汉的榜样。

三是增加孩子的安全感，父
母多留固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
相处的时间要专注用心讲究陪伴
质量，把自家孩子当作VIP客户
对待，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
要频繁分心使用手机。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