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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不
同的工作，但无论做什么，
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
做父亲。 可我们日常生活
当中有三个词最能形容父亲：一个词是
“影子”。意思是父亲虽然存在但是无法
看见。 他们每天晚上很晚回家，早上又
早早上班去了。 另一个词是“取款机”。
父亲的任务就是在外面打拼， 给夫人、
孩子提供金钱的来源。 还有一个词是

“魔鬼”。很多家庭把严父慈母的分工推
到了极致，父亲扮演着凶狠的角色。

毫无疑问， 父亲在生活
中通常扮演的这三种角色，
并不符合父亲本应具有的定
位， 也不应该成为父亲的重

要特征。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每天
和父亲相处两个小时以上的孩子往往
智商更高，男孩子看上去更坚毅，女孩
成人后更懂得与异性交往。

那么，父亲如何陪伴孩子呢？ 以下
两个方面最重要。

第一是陪孩子读书。家庭是培养孩
子阅读最重要的起点，父母对孩子阅读
能力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多
父母也会给孩子买很多的书，但是经常
甩给孩子让其独自阅读。 他们不知道，
孩子自己看书与爸爸妈妈带着看完全
不是一回事。因为阅读不是一个简单的

获取知识的过程，实际上
还包括了亲子关系的构
建。 正是在带孩子读书的
过程中，父母会帮助孩子

阅读、观察、思考，从而构建一种亲密温
馨又智慧的亲子关系。这样的亲子关系
构建过程中，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当然不
可或缺。

第二是陪孩子运动， 走进大自然。
相对而言，父亲一般更乐于运动。 运动
是很好的生活习惯，对孩子的发育好处
多多。 父亲与孩子一起运动，既是愉快
的亲子游戏，也是社会性获得的重要方
面。户外运动自然而然地蕴含着相关训
练，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探险的精
神、坚毅的品质、交往的能力等等。

长沙廖女士：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
的，生下宝宝后，我就严格按照国外育
儿书的方法教育孩子。 如今，女儿小雨
已经 5 岁了。 每次她哭闹不休的时候，
我会把她关在厕所里冷静 2 分钟，希望
让她从狂躁的状态中冷静下来再讲道
理。 可小雨仿佛不理解我的做法，反而
哭得更加厉害了。 我很纠结，“是中国孩
子不适合外国方法，还是我的用法不对
呢？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秋： 很多
家长在使用冷静法时， 简单地把冷静
与隔离等同起来。 孩子错了，就把他推
进一个房间，关上门，任其哭喊。 这种
做法会导致两种后果：第一，孩子喊累
了，暂时不闹了，但他不理解父母的做
法，无形中会影响亲密关系。 第二种后
果，孩子因为恐惧，哭闹不休，冷静疗
法宣告失败。

当孩子做错事时，父母最重要的角
色不是惩罚者，而是解惑者、引导者。 在

哭闹声中，父母需要放弃对孩子“冷静听话”的这些
不切实际的期望， 而是把每一次犯错当作一个学习
的机会，教孩子如何面对错误，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
的情绪，如何就事论事解决问题。

有时候，面对孩子的哭闹，家长会控制不住自己
的情绪，此时，要及时转移怒气，把关注点放在如何
解决问题而不是自我感受上。 如果孩子情绪失控，最
好的冷静法是陪伴，给他们一个拥抱，或者静静地坐
下陪着，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接纳。 当孩子感到
自己被理解，心情好一些时，才能做得更好。 沟通时，
要在孩子的情绪彻底平复后进行，对于学前儿童，讲

道理不要长篇大论，不要贴标签，简单、明
确、清晰最好。 比如让孩子换位思考，或者
强调规则，或者告诉他们，家长希望他怎
么做等等。 陆嘉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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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初中，女儿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可是有一次女儿因为发烧
影响了成绩，从年级前 10名滑到了 100
多名，这让她无法接受。 她大哭了好几
次，吃饭也没胃口，做什么事都提不起
精神，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一样。

看着女儿日渐消沉和自虐式的反
应，报纸上那一个个因高考失利而结束
生命的悲剧新闻就像一把把利剑刺向
我。我深感到教孩子如何面对失败和调
整心态的挫折教育要比提高成绩迎头
赶上重要得多。

怎样让女儿摆脱失败带来的种种
不良情绪呢？ 碰巧，那几天我看一篇报
道，说英国有个私立女子中学，学校经
常会用超出学生理解能力的试题来作
为考试内容，目的就是让学生不可能拿
满分。 这种形式的挫折教育让这些“完
美小姐”从小认识到对待失败的态度更
重要。这样做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失败的
机会，教孩子面对失败并学会避免失败
啊！ 这一发现，让我犹如抓住了救命稻
草，女儿终于有救了！

女儿在功课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
烘焙，我决定用烘焙让女儿感受一下失
败。 于是，我不动声色地买了烘焙的材
料，怂恿女儿做一个戚风蛋糕。 女儿很
快“上了钩”，并且答应我独自完成。 我

知道她一定会失败的， 因为那个戚风
蛋糕我都很少做成功。

果然不出我所料， 女儿做的戚风
蛋糕状似东非大裂谷，外焦里没熟、缩
腰、底部凹陷。 女儿气愤不已，埋怨自
己太笨。 我也故意说她不是做蛋糕的
料，以后就不要做了。谁知女儿难敌美
食的诱惑， 自告奋勇说下次一定能做
好，求我给一次机会。 正中下怀，我马上
答应了。

于是，女儿上网找了好多烘焙达人
的文章来研究。 她做的时候，仔细观察
并且把蛋糕从入炉到出炉的每一个变
化过程都做了记录， 成品各个角度拍
照，问题一一写下，再上网看书找原因，
方便下次烤的时候更正。 反复几次之
后，她做的蛋糕一次比一次好，终于烤
出了比商店卖相还好的戚风蛋糕。

品尝着女儿成功的蛋糕，我对女儿
说出了对付失败的方法：先要克制失败
带来的痛苦，避免恶性连锁反应；看清
真相，找出失败的原因，努力实现转机；
积极行动，坚定信念，努力创造转败为
胜的条件。

自从那次做蛋糕之后，
女儿对失败的事情看得很
淡， 对改变失败的态度却变
得积极多了。

给孩子创造一个失败的机会

父亲陪伴孩子要做好两件事

故事知道怎么办·熊孩子兴趣培养记②

2015 年，14 岁的长沙男孩龚子杰凭借摄
影作品《墙头草》获 2014 美国《国家地理》“全
球青少年摄影大赛”中国区“野外度假类”一
等奖。“儿子的全国摄影奖比我预期的要来得
早一些，但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龚子杰
的父亲龚文彬说。

龚文彬是湖南卫视新闻中心的首席摄影
师， 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刻意去挖掘儿子摄影
方面的潜能。 直到儿子 4岁时，龚文彬的想法
才发生了改变。“那一天在烈士公园，子杰拍
摄了一张构图很美的落日湖景， 前面是飘曳
的柳枝、中间湖水泛起一圈圈涟漪、背景是温

暖的落日……”龚文彬说，“那个时候就想，这
孩子说不定还真有摄影的天分呢！ ”

于是，自然而然地，小子杰的生活中有了
摄影。 优秀的摄影者必备的专业素质就是要
不停地打量生活、打量世界。 龚文彬时时鼓励
儿子端起相机，透过镜头冷静观察生活、坚持
独立思考，要求他在按下快门之前，要先思考
作品 3 个“有”：有主题思想，有严谨构图，有
精彩瞬间。

龚子杰在读小学三年级时听到老师说长
沙的环境污染很严重，湘江到处漂浮着垃圾，
如此下去将喝不到干净的水。 于是，年仅 9岁
的他萌发了一个念头： 用相机记录身边的浏
阳河是如何遭受污染的。

“在浏阳河四方坪段，我拍到一片河滩上
大片死去的鱼儿，中间是干涸的河床，远处是
林立的厂房。 我希望能用照片的方式提醒人
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的这幅《浏阳
河之殇》和 10 岁在月湖公园拍摄的《长沙风

光》、11 岁拍摄的《中国乡村葬礼》一样，体现
着一名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在学习方面，龚文彬认为，学好文史重在
理解， 而理解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在广泛阅读
不同观点的文史资料之外， 亲临历史现场去
体会、考证观点。 正是带着这种想法，龚文彬
从子杰小学五年级就带他开始了历史探寻之
旅。 每年暑假他都会特意请公休假带着儿子
到处旅游，边走边拍。 他们从重庆出发，乘船
沿三峡而下，登白帝城，穿瞿塘峡，抵达宜昌；
第二年，选择从古都西安起步，登天险华山，
倾听壶口瀑布的隆隆怒涛；第三年，他们从青
海出发，走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进拉萨。

很喜欢地理的龚子杰每到一个地方都能
创作出一批很有想法的摄影作品。 父亲带他
读这些无字书的最大收获就是让书本上的抽
象知识变得亲切可感， 新的历史感受也慢慢
渗透在他的摄影作品里， 传递出一个中学生
不同于我们成年人的生活观察。

2014 年 8 月的北京故宫，酷暑未消，龚子
杰透过一扇脱漆的红色宫门拍摄里面又一扇
宫门，引得背后聚集的游客们一阵指指点点，
但他只是专注着自己镜头里的画面。 半个小
时后，他拍摄了一张照片：朱红的故宫墙头上
影印着一支孤独的小草。 龚子杰说，他当时的
想法是———这根小草很孤单，但它也很坚强，
在风中努力挺立着。

就是这张照片《墙头草》获得了 2014美国
《国家地理》“全球青少年摄影大赛” 中国赛区
“野外度假类”一等奖。著名摄影师李少白在点
评这幅作品时说：“这幅作品的构图极为大胆，
黑、红、蓝三大色块形成触目的对比，其结果是
突显出墙头草的孤独与弱小。 画面是无声的，
深宫里被压抑的生命却似乎有了些许动静。 ”

“身临现场， 捕捉精彩而鲜活的新闻画
面。 ”规划自己的未来时，龚子杰语调坚定地
说，“希望大家通过我的摄影作品看到世界的
美丽。 ” 李广军

德国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德
国人以为， 两代人之间的争辩，对
于下一代来说，是走向成人之路的
重要一步。 因此，他们鼓励孩子就
某件事与父母争辩，自由发表自己
的意见。通过争辩使孩子觉得父母
讲正义，讲道理，他会打心眼里更
加爱你，依赖你、尊重你。你要孩子
做的事， 他通过争辩弄明白了，会
心悦诚服地去做，你有难题，孩子
参与争辩， 也能在不经意间启发
你，德国的法律也提倡摈弃传统的
家长权威，兼顾青少年不断增长的
自立能力与独立愿望。“兼顾”并不
指盲目顺从孩子的意愿，而是尽量
使孩子成为“积极的受教育者”。 家
长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而是与他们通过协商，明白事情的
道理，以最终得到他们的同意。 另
外， 家长要认真考虑孩子不同的或相反的意
见，“用理性取得共识”。

德国人比较注重从情感上关心孩子，使
他们从小就感受到爱； 德国人还注重为孩子
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他们不希望给孩子施
加压力。 他们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决不
会把分数看得比孩子和能力更重要； 当孩子
成绩不好或是有不良行为时， 他们会很认真
地和孩子探讨其原因， 积极从孩子的观点去
思考问题，而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去对待孩子。

德国人还注重孩子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培
养，比如孩子不会做的作业，父母就会鼓励他
们自己动脑筋去寻找答案， 而决不会轻易将
答案告诉他们。 德国的教育家把家庭的教育
氛围看成是未成年孩子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
的方面，尤其强调了父母的言传身
教对孩子的一生都将产生重大的
影响，甚至可以决定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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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大脑与认知》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与
体质差的孩子相比，壮实的孩子阅读速度更快。

该研究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运动学和社区健康教授查
尔斯·希尔曼博士、 心理学教授卡拉·费德梅尔博士及其研
究小组完成。 研究人员根据运动摄氧量，将一组参试儿童分
为健壮组和普通组。 之后研究人员让参试者阅读正常或无
意义的句子，通过佩戴在参试者头上的电极帽，捕捉与大脑
活动相关的电子脉冲信号。 结果发现，健壮的孩子 N400 波
（与语义加工有关）和 P600 波（与句法加工有关）相对更高，
N400波的延迟时间相对更短。 这表明，健壮孩子
处理相同语言信息的速度比普通孩子更快， 即儿
童身体越强壮，语言能力也更强。

体格壮，语言能力强
□ 任久岩□奕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