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孩子到了 3 岁左右
就喜欢模仿大人的举止，比如你做
家务， 他也喜欢在一旁掺和着干，
当然是帮倒忙的时候多了。往往这
个时候，大人不是吆喝着叫孩子站
在一边，就是拿出糖果或者玩具将
孩子哄开，殊不知，让孩子从小学
做家务， 正是引导孩子开动脑筋，
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极好时机，能
对孩子的启蒙教育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

大人出门前习惯擦擦皮鞋，孩
子也爱拿起一块抹布跑过来帮忙，
这时家长最好要显得十分高兴地
对他说，宝宝你真爱劳动，然后教
他将皮鞋上的灰尘擦掉， 擦完后，
家长应该给予孩子一定的口头奖
励：“你看， 宝宝你擦得真亮啊，你
真聪明。”在你的表扬下，他会对做
家务更感兴趣，还会在做家务的过
程中不断向你提出问题， 比如，为
什么要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等等，渐渐地，你会发现小小的他
已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将做家务
当成了一种乐趣。

自己假装将衣服没叠好， 便自言自语地
说：“这衣服怎么叠得这样不好看哪！ 宝宝你
一定比妈妈叠得要好。 ”孩子为了表现自己，
一般都会跑过来将衣服散开来重新再叠一
遍，这时你一边暗地指导他，一边又自言自语
地说：“还是你能干，比妈妈强多了，下次一定
会叠得比今天更好。 ”孩子都喜欢在爸爸妈妈
面前表现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比爸
爸妈妈做得还好， 他就会在做家务时加倍地
认真、仔细，从而培养他做事认真的态度和严
谨的处事习惯。

电视上经常出现“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故
事， 这时大人就可以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

“看，电视上的小朋友多懂事啊，这么小就帮
爸爸妈妈做事。 ”然后就跟他讲故事里小朋友
的故事，以此加深印象。“形象”教育等同于品
行教育， 对孩子来说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 使他从小就懂得热爱劳
动是光荣的事情， 这样有助于孩
子树立爱心，学会关心、帮助人。

郴州季女士来电：孩子在表现好的时
候，有时会向我们索要物质奖励。 孩子的
爸爸说：“好好好，买买买。 ”但我很犹豫。
请问，给孩子物质上的奖励，对吗？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潘霏：心理学研
究表明：人的行为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
部动机。 当我们是因为活动本身的兴趣、
完成活动后的乐趣或者活动对人的挑战
力，而自发地从事某种活动时，动机就源
于内部。而为了某种外在结果才去从事某
种活动，则是外部动机。

当我们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孩子时，
就相当于把他们的行为与奖励联系起来，
而不是与他们的自身愿望联系起来。 所
以，他们行为的自觉度下降，并渐渐对活
动失去了兴趣。而一旦外部奖励无法满足
他们时，他们将停止活动。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孩子的内部动机呢？
1.�培养孩子的兴趣，让他真正从中获得乐趣。
2.�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3.�包容孩子而非控制孩子。 给孩子足够的

支持，提供建议和选择，并鼓励其负起独立选择
的责任。

4.�设置有适当难度的任务———任务太难或
太简单，都不利于孩子内部动机的培养。

看到这里，也许有的妈妈会认为，以后就不
用再给孩子任何物质上的奖励了。但是如果你真
的完全照做，大概会面对孩子的抗议和楚楚可怜
的眼神。

我的建议是：当孩子不需要物质激励也能出
色地完成某项活动时，就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地给
他奖励；而当你想鼓励孩子完成某项他不太喜欢

的任务时， 可以给他一些物质上的小奖
励，毕竟我们都不想成为孩子眼中吝啬的
家长。 陆嘉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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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屠呦呦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发表演讲，
介绍了自己获奖的科研成果。 诺贝尔奖评选
委员会曾给出这样的评语：“由寄生虫引发的
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 构成重大的全球性
健康问题。 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
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这是中
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今天，
让我们走近这位站在科学顶峰的女科学家，
看看她的家教成长故事。

1930年，屠家唯一的女孩儿降生，开堂坐
诊的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
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

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

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
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
论》《临症指南医案》……那时，父亲总是带着
屠呦呦一起去书房看书。 虽然看不太懂文字
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
童年的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
图岁月， 在父亲的熏陶下， 屠呦呦爱上了医
学。

屠呦呦渐渐长大，她开始给父亲做帮手。
父亲背起竹篓外出采药时， 少年时期的屠呦
呦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追着， 或钻进丛
林寻觅，或抄起铁铲挖掘，或捧起草药嗅闻，
期间， 父亲会穿插地给她讲解中草药的点滴
知识，比如采收时节、药用部分、保存方法、品
质疗效、贮藏要点……采药归来，屠呦呦的劲
头会更大，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非要跟着父
亲一起炮制药材，忙得不亦乐乎。

父亲的诊所曾接诊过一位重症病人，病
人已经去过不少地方医治，都不见好转。父亲
很认真地察看了病人的情况， 又问了家属一
连串的问题， 都没能找出病因所在。 那天晚
上，父亲茶饭不思，早早地躲进了小阁楼里，
翻阅那些厚厚的医书。第二天，病人又一次出
现在诊所里。这一次，父亲不再像昨天那样眉

头紧锁，而是胸有成竹地给病人诊治，并很快
确定了他的病因，开出了药方。 没过几天，那
位病人又来到诊所， 这一次， 他不是来看病
的，而是给父亲送来一面大红锦旗。

多年以后， 屠呦呦对此仍记忆犹新，“目
睹了这一真实的事件之后， 我越发觉得医生
这一职业的伟大。 治病救人，带给人新生，这
样的善举，很让人感动。我看着父亲忙碌的身
影，感觉特别崇高。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自己
也穿上白大褂给别人医治的模样。 我一定要
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 ”

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渐渐清晰。1951年，
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
院）药学系，这在当时是一个少有人问津的专
业。 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
段。 我认为只有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
索中医药领域。 ”父亲沉思片刻，说：“我原以
为， 也只希望你长大了做好一个医生。 没想
到，你比我有更大的抱负！ ”

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屠呦呦很开心，父亲
给她埋下的梦想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她说：
“家人给予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 事实
证明， 我确实在未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
台。 ”

□ 高毅哲

我发现一个小学生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
面对错误，很多孩子都不愿意主动承担，经常
把责任推给别人。 比如一次课间活动时，小明
和另外一名同学发生了争吵， 最后打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我，总是说是对方的
错，从不说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可见孩子的责任意识非常淡薄。为了改变这种
现状， 我在一次课间大休息时安排了一个游
戏：学生们相隔一臂站成几排，我喊“一”时，向

右转；喊“二”时，向左转；喊“三”时，
向后转；喊“四”时，向前跨一步；喊
“五”时，不动。 当有人做错时，做错的

人要走出队列，站到大家面前先鞠一躬，举起
右手高声说：“对不起，我错了！ ”

当我喊“一”时，有几位同学做错了。 按照
规则，他们主动来到前面认错。紧接着，当我喊

“二、三、四、五”时，不断有人上来认错。几个回
合后， 我紧接着提问：“这个游戏说明什么问
题？”有的同学说：“犯了错误，就要勇于承认错
误。 ”有的说：“小小的报数，都有那么多人错，
我们以后注意力要更加集中。 ”有的说：“我们
应该有责任感……”

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感觉他们对责任感
有了初步的理解。 紧接着我又问，在和同学们

相处的过程中， 发生冲突我们该怎样处理呢？
有的同学说：“我们应该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应该主动向别人道歉。”有
的同学说：“我们要学会谦让，要有一颗宽容的
心对待同学。 ”听了同学们的叙说，我感觉到，
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较以前有了改进。

在一次英语课上，小发和另外一名同学发
生了冲突。接着，我把他们两个叫到身边，叫他
们自己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 不一会儿，小发
就主动承认了错误，他们又和好了。 我对他们
说，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是自己错了就应该主
动承担，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父母容易偏心，是个公认的事实。可你知
道，父母会更偏爱怎样的孩子吗？

日前，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和
社会发展学教授凯瑟琳·孔戈尔等开展的一
项调查发现，65%的母亲和 70%的父亲承认
自己偏心。在偏向喜欢谁的问题上，很多父母
表示喜欢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得漂亮，或者相
对较弱，比如患有疾病、身体差的孩子。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如果孩子的外貌，
或者某种行为更像自己的父母， 也更容易受
到宠爱， 比如敏感的母亲偏爱具有诗人气质
的儿子，从商的父亲偏爱读经济学的女儿等。
这种现象可能与人们与生俱来的“自恋情结”
有关，你不可能复制自己，当看到一
个行为举止与自己很相似的孩子
时，自然容易产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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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外甥女来我家做客。 我想让她
帮我给女儿检查一下作业。 然而，没过多
久屋里就传来了女儿“嘤嘤”的哭声，外甥
女说：“我要看她的作业，她用手捂着不让
我看，我拽了一下，没想到她压得那么紧，
作业本一下子撕烂了……”后来，外甥女
虽然用透明胶带帮女儿粘好了作业本，但
女儿一直对她冷冷的， 闹得大家都不愉
快。

平时女儿和我外甥女关系挺好的，
可自从那次检查作业两人不欢而散之
后，女儿就很抵触她表姐。 聊起女儿的学
习，外甥女说：“小姨，我这些日子一直在
想， 不能忽视了毛毛不让检查作业这件
事。 她这是明显在遮掩自己的不足嘛。 ”
我说：“是不是她小时候我要求太严厉
了？ ”外甥女说：“这是一个因素。 我觉得
主要还是毛毛不敢面对自己， 有问题不
想暴露出来，怕丢丑，这是典型的‘鸵鸟
心态’。 ”外甥女是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
选修了教育心理学，我相信她的分析，便
问：“她越是不会越不敢向人请教， 这样
恶性循环，成绩岂不是越来越差！ 那怎么
办？ ”外甥女想了想说：“这样吧，明天周
末，我们带她去动物园逛逛，给她讲讲鸵
鸟的故事。 ”

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动物

园。 玩了一会儿，我们带女儿来到鸵鸟园。
外甥女面对兴致盎然不设防的女儿， 说：
“毛毛，你听说过鸵鸟的故事吗？ ”女儿摇
头。 外甥女说：“遇到危险的时候，鸵鸟喜
欢把头埋进沙坑里， 以为自己眼睛看不
见就安全了。其实鸵鸟的腿很长，奔跑速
度很快，如果不把头埋在沙坑里，是很容
易摆脱敌人追击的。 可惜，它总把头埋在
沙坑里躲避，只能坐以待毙。 ”我进一步提
醒她：“想一想，你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一
只鸵鸟呢？ ”女儿一脸茫然。 我说：“在家
里，你写作业不让别人检查，怕做错了受
批评。 等到考试的时候，错误就会显露出
来。 这跟鸵鸟遇到危险时把头埋进沙坑里
是不是很像？ ”女儿似乎一下子明白了，点
了点头。 于是我问她：“鸵鸟应该怎么做才
能真正躲过危险呢？ ” 女儿倒是很爽快，
说：“不停地跑！ ”我说：“对啊！逃避是不能
解决任何问题的。 只有不停地奔跑，才会
胜利。 ”女儿听罢连连点头。

从那以后，女儿真的开始问我一些问
题了，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如今的孩子大
多个性独立，自尊心强，学习中很容易出
现“鸵鸟心态”。当发现孩子学习
上出现“鸵鸟心态”时，家长一定
要及时出手加以纠正，否则会形
成恶性循环。

帮女儿克服“鸵鸟心态”
□ 初荷

一个游戏，让孩子们知道了什么是“责任”

父母更偏爱与自己
情趣相似的孩子

□ 远航

□ 程华龙

屠呦呦：父亲为我埋下梦想的种子

屠呦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