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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孩子亲近大自然，是许多英国家长和教
师热衷的活动。 英国人普遍有个有趣的共识：热
爱大自然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英国成年
人常常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孩子与大自然亲近。

常去山间、水边度假
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孩子， 满耳听到的是噪

音，满眼看到的是光怪陆离的色彩，更不用说吸
入肺叶的都是有毒的工业或交通废气了。于是英
国家长们便纷纷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去山间、水边
走走，让孩子们亲眼观察田野是如何向人类提供
粮食、蔬菜和水果的；森林是如何向人类奉献木
材和更为宝贵的新鲜空气的；江河湖泊是如何向
人类供应水源以及鱼虾等水产的；大山是如何向
人类敞开自己的怀抱呈献上无价的矿藏的……

由此， 孩子们不仅会学到许多书本里和课
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对
大自然的巨大感恩之情会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油然而生。

少买玩具，多买仪器
现在，英国家长给孩子买的玩具渐渐变少，

而购买的科学仪器却逐渐增多。 英国家庭安装
在房顶上的天文望远镜比比皆是， 为的是方便
孩子探索星空， 并由此让孩子在小小年纪就对
浩大繁复的宇宙的构成和来源作深刻的思考。
英国家长也会有目的地引导孩子阅读跟大自然
有关的图书，教会孩子通过书籍来解答疑难、查
询资料，由此也增添了对大自然的崇敬、向往和
好奇。

鼓励孩子投入相关的活动
英国家长鼓励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有关大

自然的活动。“儿童水鸟画”比赛则每年都吸引
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孩子和家长的热心参与。 当
然参赛者在创作之前必须对各种水鸟满怀爱心
地进行耐心、细致的观察研究。 曾荣获过大赛第
一名的约尼尔披露， 为了能把苏格兰翠鸟画得
栩栩如生， 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利用长焦距镜头
相机，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拍摄到了 1000
余幅翠鸟的照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期间他没有让一只翠鸟受到伤害，甚至
哪怕受到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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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本高过头， 再架
着两只胳膊够着本去写作
业。 不知道为什么，我 13
岁的儿子康桥偏偏就是这
种写法！ 不记得我说过他
多少次了， 可越是提醒他
注意写字姿势， 熊孩子越
把翘在桌子上的腿抬得老
高，还总是一堆话等在那：
你可真磨叽！ 你更年期提
前了吧？

为了让这位辛苦的学
生能多点睡觉时间， 我每
次都会尽可能地帮他分
担———挤好牙膏、 要穿的
衣服放在床边、 鞋尖朝外
摆好， 就差伺候他穿到脚
上。尽管如此，康桥每天还
是踩着上课铃进教室。 每
天不多唠叨他几句能行吗？ 可偏偏你越催
促，他越是慢悠悠。

10 年未见的闺蜜从外地回来，同龄的
我们有了明显的差距，她风姿绰约，越活
越“逆龄”，完全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潮妈。 于是，我虚心学习了闺蜜的育儿方
法——— 放开手，让他“撞南墙”。

决心下得痛快，真正执行的时候还是
有些犹豫。 我试着不再管康桥的洗漱、穿
衣，但用眼睛偷偷地瞄着他，在我一次次
的担心中他倒也没迟到； 写作业的时候，
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他身边盯着；我不
再帮他收拾写完作业后的“战场”，他倒也
不曾丢落书本。 放手以后，我发现原来的
做法或许真是多余的，现在的康桥倒也没

“坏”到哪儿去。 母子间的关系反而亲密了
不说，沟通也比以前顺畅了许多。

“十一”小长假是我最犯愁的假期，每
次都是放几天假，跟儿子打几天架。 按照
闺蜜的教导，这次的小长假我没有过多地
干预他，却是难得的乐呵。 可我隐隐担忧，
康桥这孩子八成是没完成作业。

果然第二天放学，康桥有些讨好地在
我身边转悠。 我故意没理他，终于憋得康
桥坦白了：“作业没完成，老师叫你去一趟
……”

老师告诉我，康桥的作业有的是压根
儿没完成，有的是偷工减料了。 我没有像
以往那样压制自己，笑脸相迎地把责任揽
在自己身上，为孩子在老师那里争取好印
象。 这次，我只是表明自己会配合老师的
工作，绝对服从老师对孩子的任何惩罚。

康桥傻眼了，没想到我居然没帮他说
话。

被罚后的康桥临睡前跑来跟我说：
“妈， 以后我自己上闹铃， 要是实在起不
来，麻烦叫我一声。 ”

这回换我吃惊了，买了两年的闹表终
于派上用场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母子俩
终于划清了责任的界限。

以前我总是心疼他，一心想为他多做
点，让他能听我的，少走弯路。 可其实，你
越好心地往回拽， 青春期的孩
子越使劲地往前挣。 处理青春
期逆反的方法其实也可以很简
单：放开手，让他“撞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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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受到兄弟姐
妹欺负的孩子在长到 18岁时，存在抑郁的可能
性会增加 2倍， 他们进入成年期后存在焦虑的
可能性也会增加近 2倍。

研究团队选取了英国的 2000 多名参与者，
当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12 岁， 他们在 18 岁
时再次接受了调查。研究人员将欺负定义为“挨

骂、被取笑和各种暴力行为”。调查结果显示：经
历过最多欺侮的孩子，在 18岁时最有可能出现
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研究者建议，父母应当留
意兄弟姐妹间的对抗性行为， 倾听
他们的各种需求， 向孩子提供各种
帮助和支持， 让其生长在和谐温暖
的环境中。

儿时被欺负 易得心理病
□刘航

长沙温女士： 我的女儿今年刚
上小学二年级， 大概一个多月前她
开始给我讲她的同桌婷婷的坏话，
比如“上课很爱表现，老师问什么都
要抢着回答”，再比如“明明是副班
长却一点都不称职， 只对跟她要好
的同学好”之类的。我跟学校老师询
问得知婷婷其实并没有表现出女儿
所说的那些问题， 甚至在学校跟女
儿相处很好。我很疑惑，为什么女儿
明明跟婷婷相处得很好， 却要跟我
说她的坏话呢？是嫉妒吗？我应该怎
么样跟女儿沟通？

长沙县实验中学心理教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袁璐璐： 小学阶
段的孩子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当
他们存在嫉妒心理的时候， 便会迅
速而直观地通过语言、 行动而表现
出来。一般表现为背后说坏话、冷言
冷语、故意挑毛病等方式，有的还会
设法令对方难堪，打击自信心。如果
这些情况时常发生， 家长一定要格
外的重视起来， 帮助孩子化解心中
的嫉妒，让他或她变得乐观、阳光、
开朗。 建议家长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学会倾听孩子合理的宣泄

当孩子表现出幼稚而又可怕的嫉妒之
心时，父母不要上来就对孩子的嫉妒心理进
行批评，而要善于听出孩子产生嫉妒心理的
根源，并且要心平气和地排除孩子由此而产
生的苦恼，孩子更需要的往往不是欲望的满
足，而是家长耐心的倾听，以及对他们内心
感受的肯定。 让孩子心灵得到平衡，这样有
助于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又能有效防止孩子
的嫉妒心理滋生。

二、当孩子的益友，给孩子稳固的自我
价值感

但凡孩子妒忌心理的产生， 大都是由
孩子不自信造成的。 不自信根源于他得到
的认可度不够。 家长应该充分肯定孩子所
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细微的进步， 及时地
给予肯定、鼓励、赞扬，帮助孩子形成良好
的自我价值感。

三、教育孩子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
之短

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 每个人都要
在具有竞争气氛的学习生活中客观地对待
自己，端正自己的学习生活态度。不要把优

秀的同学仅仅看成是与自己有
竞争关系的对手， 而要看成是
促使自己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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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怎么宣传的电视剧《琅琊榜》悄
悄火了，不仅夺得了收视率榜首，还把第二位
狠狠地甩在了身后。 那么作为一部男人戏，其
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中关注度最高的莫过
于刘涛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刘涛已经是
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她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家
中萌娃的趣事。 让我们来听听她独特的育儿

小技巧吧！
关于习惯：必须从小学会规划生活

好习惯必须从小养成。我的孩子
很小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他们已

经很清楚自己的衣服应该怎样归类，鞋子应该
放在哪里，书包应该如何整理。今年暑假，我还
为他俩制定了一个暑期计划，周一到周五上钢
琴课或学游泳，周末看电影或是聚餐。 计划表
中的每一项，甚至要去哪个餐厅、看什么电影
都会提前征得他俩的同意。这是为了让孩子明
白，不是放假就可以待在家里睡大觉，即使不
去学校，生活还是要有条不紊地进行。 现在他
们长大些了，我们就会给他们更多自己支配生
活的权利。有时我会把餐点准备好以后放进保
鲜盒中，锻炼他们自己用微波炉加热，让他们
慢慢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关于游戏：孩子不会在意去哪儿玩
孩子不会在意去哪儿玩，即使在家里你也

可以找到他的兴趣点。 妈妈需要做的，就是给
他们提供丰富的选择。我会给他们买一些开发
智力、练字、画画和做手工的书，让他们自己选
择， 有时还会看看有什么好电影适合他们看。
但是，天气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带他们去户外
活动。 冬天来临，妈咪们带孩子外出一定要做
足准备功课。我会采用密封性好的保险盒及绿
色环保材质的保温杯， 装好家里自制的水果
餐、热水、牛奶或果珍，就像把温暖的感觉随身

携带。 在我看来，虽然孩子的幸福很简单，但妈
妈的关怀却从来马虎不得。

关于饮食：“骗”孩子们吃东西
三四岁的孩子正是成长的时候，却极容易

挑食。 我的方法是把他们不喜欢吃的东西，如
牛肉、三文鱼等包进小饺子、小馄饨里，“骗”他
们吃。 长期以来，我和婆婆都很注意孩子的合
理膳食，每天都会为他们做营养配餐。当然，我
们还有更高的“骗术”小窍门：我通常会为他们
挑选材质环保、造型有趣的餐具，这样孩子就
很乐意使用。下厨时孩子也会缠在我身边让我
陪他们玩，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另类的亲子互
动。

关于说教：每个孩子都是小大人儿
年龄再小的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遇到不

想做的事会叛逆，做错事会羞于见人。有一次，
我要求自己的宝贝去做一件事， 他很不愿意，
拒绝后又觉得理亏，于是，他就说“那我做完了
这件事再去做”，我明白他是在找理由，却没有
当面拆穿他，而是给他留一个台阶下，事后聊
天时再跟他提起，教育的效果反而更好。 每个
孩子都是小大人儿，“对付”他们需要无数的小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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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摔倒了，吴洋还
在一旁拍手大笑。”我正在办公
室批改作业， 王月跑过来哭哭
啼啼地说。

接手一年级以来， 总会听
到类似的“告状”，这些一路受宠长大的孩子，
他们不是故意调皮捣蛋， 而是没有学会关心
他人。 及时培养孩子的同情心，找到他与外界
沟通的有效方式很关键。

来到教室，吴洋老实地坐着，不时偷看
我，仿佛怕我批评他。 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后
问同学们：你们有过“心疼”的感觉吗？ 老师就
经常有。 比如最近几天，大家都知道学校在改
造绿化，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那些种树的人？ 他
们都是跟你们爷爷奶奶一样大年龄的老人
了，可每天都顶着烈日干活，我看着他们，就
有些‘心疼’。

孩子们静默了， 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是
“心疼”的感觉，陆陆续续有人举起了手。 一个
孩子说她看见生病的奶奶，有这感觉;一个孩
子说她看见电视节目里中弹倒下的藏羚羊临
死时的眼神， 也有这感觉……我告诉孩子们
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感觉， 它叫做同情和悲
悯。

接下来，我给孩子们讲了一个故事。 主人
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而是一群和他们
差不多大的美国小男孩。 他们在街心公园玩
橄榄球时，和一位中度智障的孩子偶遇。 智障
孩子非常想和他们一起玩球， 这群孩子没有

因为他的笨拙和迟钝而拒绝他， 而是非常欢
迎他加入， 并想尽一切办法创造让智障孩子
获得成功的机会， 让他在这场比赛中俨然成
了橄榄球明星。

讲完故事后， 我问孩子们： 听了这个故
事，你有什么感受？ 孩子们纷纷诉说着自己的
感动。 我接着告诉他们：当我们遇到一个需要
帮助的人，一个弱小的动物，我们不仅要产生
同情，还可以去帮帮他们。 我问孩子们：既然
你们知道什么是“心疼”的感觉了，你们可以
为那些种树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

孩子们的回答令人欣喜， 有的说给他们
倒杯水喝，有的说和他们说说话，夸夸他们种
的花草树木非常美丽……课上到这
里，我知道已经达到了效果，孩子们
的回答和吴洋那微红的脸、躲闪的眼
神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寻找“心疼”的感觉
□�陆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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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家长努力让孩子亲近大自然
□唐绿意

□奕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