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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孙

不到 4 岁的孙子在小区
里人气很旺。见了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他都要打个招呼，
俨然一个小暖男。孙子从小
就由我和老伴带着，小暖男如
何养成？老伴“口口相传”的
方法，看似简单，却十分管用。

孙子常说：“见人要叫，对
人要有礼貌，不叫奶奶要凶我
的。”孙子学会说话后，不管是
有人到我家里来，还是孙子出
去碰到熟人，奶奶第一件要做
的事，就是根据年龄教孙子主
动去叫别人的称谓。孙子在
奶奶的启蒙下，见到年纪大的
人，就“爷爷奶奶”叫得应天
响。见到年轻的，则“叔叔阿
姨”不离口……时间长了，叫
人成了孙子的一种习惯。

在家里，奶奶帮助孙子
前，先要对着孙子来一句：“怎
么说？”孙子规规矩矩地回答：

“谢谢奶奶！”然后，奶奶才开

始为孙子做事。有时，孙子为
奶奶做了些小事，奶奶也会说
一声：“谢谢！”孙子接着会回
敬一句：“不客气！”慢慢地“谢
谢”两字成了孙子的口头禅。

在孙子很小的时候，奶奶
就对他说：“自己的事情要自
己做。”吃完东西有垃圾时，奶
奶就要求孙子放到垃圾桶里
去。做家务时，也经常带着孙
子一起干。稍大后，只要看到
垃圾，孙子就会把它清理到垃
圾桶里。一见到奶奶在打扫
卫生，他马上会找来抹布抹起
来，拿起扫把扫起来。

在奶奶“口口相传”的调
教下，孙子渐渐养成了一些好
的习惯。看到孙子欢颜笑语、
礼貌待人的神形，乖巧机灵、
有模有样干活的样子，汗流浃
背、欢快奔跑的身影，我和老
伴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浙江
长兴 费伟华 61岁）

“口口相传”教出小暖男
大人们忙着烫发染发的

同时，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也
被家长领着去烫发染发。这
不，浙江省兰溪市网友“随缘”
就吐槽了儿媳带孙女去烫发
的行为，“我担心烫头发的药
水对孩子的头皮、发质和身体
有伤害”。

网友“随缘”说，孙女刚4
岁，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让人看着就喜欢。前几天，她
出门办点事，回到家一看，孙
女的头发成了卷发。一问，原
来儿媳带孩子烫头发去了。

“这么小的孩子就烫头
发，我很不高兴，就问她怎么
会想到带孩子去烫头发的。
可能她嫌我不该问，没好气地
回了一句：没有为什么，想烫
就烫了。”“随缘”说，“我儿媳
长得挺漂亮，也很爱打扮，每
天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化妆才
出门，这是她个人的事情，我
从未发表过意见。可她带孩

子去烫头发，也不想想，孩子
的头发经得起如此折腾吗？”

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更
可爱更时尚，就依照自己的喜
好给孩子烫头。对此，天津市
美发行业业内人士安薇建议，
不要为了符合自己的审美观，
而伤害了孩子的头发。因为
烫发所用的药水中往往含有
较强的化学制剂，而孩子与成
年人相比，头发更为细软，头
皮更为脆弱。化学制剂会通
过皮肤的接触而渗入头皮，容
易出现过敏、感染，甚至患上
皮肤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

此外，过早过分的打扮，
会给孩子的审美投上蒙昧粗
俗的暗影，孩子过早地注意
梳妆打扮，会滋长一种极为
有害的虚荣心。因此，家长
千万不能过早给孩子过分的
打扮，应配合学校，注意孩子
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摘编
自《兰江导报》）

带小女孩烫发弊大于利

近日，一部被尘封五年的电影《狗十三》一经点映，好
评如潮，引发家庭教育热议。影片中那个小女孩因养狗
事件引发全家矛盾，最终在家人教育下被贴上“懂事”的标
签，这背后的无奈和悲伤，让人看后心里沉甸甸的。“我是
为你好”式教育，真的对吗？（摘编自《现代快报》）

“我是为你好”坑了多少孩子！

电影讲述了女孩李
玩从童年到成年的蜕变
故事，描绘了一幅中国式
教育画像。电影中，李玩
刚上初中，每天都在经历
着与父亲、继母、爷爷奶
奶甚至是与新养小狗之
间的矛盾。父亲的“都是
为你好”式教育、长辈们
的不理解，让这个稚嫩的
心灵承载了太多烦恼。

电影中李玩的爸爸
忙于谋生，对李玩很少照
顾。当他无法理解李玩
为什么会执着于找一只
狗而把家里搅得鸡犬不
宁的时候，他唯一能做
的，就是狠狠地打一顿孩
子，打到孩子听话为止，
然后再告诉孩子，“打你
是因为爱你”。

导演曹保平认为，
《狗十三》以多角度、多视
角呈现了中国家庭的真
实模样。

电影中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引发了大家热议，“我
是为你好”式教育真的有助于孩子成长吗？90后在读
博士张一感叹：“我小时候，我爸以为‘夸我懂事’就能
让我听话，其实不是这样的。”

张一说，小时候很多孩子一定最讨厌被大人们夸
“乖，我们知道你最懂事了”。一旦被贴上了“懂事”的
标签，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忤逆，再也不能反抗，再也不
能拒绝，再也不能撒泼。“因为是懂事的孩子啊，所以大
人说什么都要说好，再委屈都要忍着眼泪，不喜欢的东
西也要照单全收，无形中难道不是对孩子的伤害吗？”

电影中，李玩最终变成大人喜欢的模样，也变成了
不会拒绝、习惯妥协的老好人。张一认为：“大人们或许
应该改变一下教育模式，不一定要求孩子多么懂事，但
孩子一定要在成长中收获最真实的自己，活出精彩。”

资深心理教师、江苏南京“陶老师”
工作站面询师胡文宇表示，在她十多年
的心理咨询经验里，不少家长习惯用“我
是为你好”这样的观念来教育孩子。

“这种观念言外之意就是，你听我
的，就不会有差错。”胡文宇说，动机也许
是好的，但一定不能全权控制。教育孩
子，家长最不应该说“我是为你好”这句
话。家长不应该剥夺孩子犯错的权利，
而应该多与孩子沟通，看他们内心到底
需要什么，听到他们的声音，让他们真正
健康快乐地成长。

与胡文宇观点相同，南京田家炳高
级中学校长曹李莉表示，“我是为你好”
这句话哪怕出发点再好，也显得有些“蛮
横”，是家长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期望。因
此，建议家长们在说这句话之前，先冷静
思考：孩子哪里做得不好了？是真的不
好，还是因为没有按照你心里的想法做
好？如果孩子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做，他
会怎么样？

曹李莉说，少把“我是为你好”挂在
嘴边，多采用赏识教育，看到孩子的个
性，这是对孩子成长的负责，也是家长反
思的过程。

养狗引发中国式
“爱的教育”

故事

热议 “懂事”真的是夸孩子吗

心理专家 别说“我是为你好”

教育专家 多采用赏识教育

太阳进到被子里

一 连 几 天 的 降 雨 降
温，使得气温降低了许多。
特别是晚上刚刚钻进被窝
的时候，感觉那被子凉得透
骨，令人难耐。

到了第六天，太阳终
于露出笑脸。晚上回家，刚
刚3岁的外孙女说：“姥爷，
今晚被子不凉凉了。”

我笑了，问她：“为什么
不凉凉了呢？”

她头一歪，回答说：“姥
姥把被子挂在窗框上晒了，
太阳进到被子里了！我摸
了被子，热热的。”

“宝宝说得好！”我背起
她在屋子里走了好几圈。晚
上进到被子里，果然暖暖
的。（辽宁铁岭 杨福久 68岁）

那不成妖怪了吗

周末我和老伴带上小
外孙去公园里游玩。路上
遇见在同一小区居住的赵
嫂。老伴让小外孙叫了声

“奶奶”。赵嫂摸了摸小外
孙的头说：“好乖！长得真
是惹人喜爱呀！你看鼻子
是鼻子眼是眼的。”

赵嫂的话音刚落，就
听小外孙发话了：“奶奶！
如果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
眼，那不就成了妖怪了吗？”
（河南郑州 李朝云 54岁）

“唱歌”就是尿尿

有天晚上孙女和奶奶
睡觉时，半夜醒来，叫醒奶
奶说：“奶奶，奶奶，我要‘唱
歌’。”

奶奶睡眼惺忪，莫名
其妙地看着孙女：“半夜三
更唱什么歌？乖，睡吧，明
天再唱。”

孙女涨红着脸，急切
地又说：“奶奶，奶奶，我真
的很想‘唱歌’！”

奶奶拗不过孙女，便
对她说：“你这孩子真是，实
在要唱的话，那就对着我的
耳朵，小声唱吧。”

孙女一听，乐开了花，
笑得在床上打起滚来：“奶
奶，妈妈说‘唱歌’就是尿
尿。这下还对不对着你耳
朵唱呀？！哈哈哈……”（重
庆 陈世渝 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