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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知 道 怎 么 办
熊孩子兴趣培养记（12）

张天琰，南京市鼓楼区力学小学四年级
学生，在金陵象棋界是个“小明星”，被誉为

“棋豆豆”。 年仅 12 岁的小天琰就 8 次摘得
国家级、省、市象棋冠军。

小天琰的家是个“家庭象棋馆”，喜欢象
棋的爸爸，常和棋友聚到一起对弈。 在“楚河
汉界”的厮杀中，小观众张天琰 6 岁时一句
天真的话，让他与棋结缘。

一次，棋友严阵以待，爸爸陷入僵局，一
旁观棋的天琰忽然嚷道：“跳马。 ”正不知如
何是好的爸爸顿时眼前一亮，化险为夷。 天
琰爸爸非常吃惊， 觉得小天琰有学棋的潜
力，最终决定送天琰去学棋。

学棋初期，小天琰对象棋充满了好奇和
热情。 但由于别的孩子比他学得早，年龄比
他大，所以在对弈中，张天琰显露不出一点
优势，屡战屡败。 一段时间下来，连连受挫的
小天琰变得不自信，甚至有了厌学情绪。

“怎么不高兴啊？ 是不是害怕学不会象
棋，丢爸爸的脸啊？ ”细心的爸爸看出端倪，
有意旁敲侧击地发问试探。

“才不呢！ 我怕谁，我已经学棋了，不信
我们下一局？ ”小天琰脸拉得很长，倔强地表
现出不服输的一面。

爸爸摆好象棋， 第一次把儿子当成对
手，很认真地说：“咱拉钩，不许悔棋，要输
得起。 ”

“我下不过师兄师姐， 他们学的时间
长，可我不怕你！ ”小天琰表现出对爸爸的
不屑。

“呀呀呀，怎么搞的，马被你吃了？ ”“呀
呀呀，车也被吃了？ ”爸爸一次次摸着头表现
出了惊讶与无奈。

“当然，我现在是棋社学员，以后还会更
强。 ”小天琰满面愁云换成了灿烂阳光。

爸爸心里暗暗高兴，因为自己有意输的
几盘棋，赢回了儿子正悄悄丧失的自信。 接
着，他话锋一转，乘热打铁地鼓励说：“看来
专业学习就是不一样， 连爸爸也被打败了。
以前叔叔们说得对， 我儿子有学棋天赋，相
信很快也能打败师哥师姐们！ ”

“当然，我们老师是象棋冠军，有一天我
也会成为冠军的！ ”

真如希望的一样，学棋路上小天琰悟性
高，加上他自身不懈地努力，很快就在同龄
孩子中脱颖而出。 2010 年，张天琰首次参加
全国象棋儿童赛，名列第 10 名。 随后，他相
继参加的 8 次全国、省、市象棋比赛都拿到

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于是， 爸爸开始建议他和棋友对弈时改

变策略，将同龄对手升级为更年长的少年，在
挑战中逐步提高战略战术水平。 哪里有聚众
象棋，哪里就有父子俩的身影。 多方打听后，
爸爸了解到南京工人文化宫有一帮发烧友经
常开展象棋博弈，就带着天琰前往。 可说动成
人和陌生孩子对弈，显然是件难事。 于是，父
子俩就天天围观，几次过后，有人邀请天琰爸
爸对弈。 爸爸则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和我
儿子‘将军’如何？他可是个好手！”众人觉得不
可思议，决定一试高下，结果杀得天昏地暗，小
家伙先是输多赢少，一段时间后，棋艺得到很
大提高，反败为胜，最后少有人敢应战。

“学棋开动了脑筋，开发了智力，不仅让
孩子经受挫折锻炼，享受荣誉带来的成就感，
还促进了各科成绩的进步。 ”天琰爸爸说，儿
子目前语数外在班级名列前茅， 还担任了班
级学习委员。 无论是下棋，还是课业学习，都
让他找到了挑战自我的快乐。

输中求进，“棋豆豆”成冠军
□ 王 玲

随着孩子的长大， 我们总是要定期地清理
孩子的旧物品：穿小的衣服，看过的书，不再适
龄的玩具，还有写过的那些练习本，孩子曾经引
以为豪的作品，等等，堆积起来，若是没有地方
可以储存，那么就要考虑怎么处理这些物品了。
在美国，家长不会视孩子的旧物品是垃圾，因为
那些都是孩子的成长足迹，是回忆中的一部分。
因此，他们对处理孩子的旧物品极为小心，他们
会分类并区别地对待， 以做到让旧物品得到最
好的待遇。

成长收集箱。 美国的父母都会准备一个到
两个大箱子把孩子视为宝物的物品收集起来，
让孩子长大后可以睹物思甜， 留住童年的那些
开心事。 每一年他们都会筛选出几件物品先留
存着， 比如说孩子陪睡的玩具和走到哪都要带
着的小被子。

做家中装饰。 有时候孩子会有一些非常有
意义的创意，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孩子的智慧，这
些作品令父母为之骄傲。 美国的父母亲喜欢把
这些作品， 哪怕只是一幅画都会用相框装裱起
来，悬挂在家中成为家中的一道风景线。 有些父
母还会把孩子各种各样的作品都贴在孩子房间
的一面墙上，让孩子看着自己的作品进步。

组织孩子街头做售卖活动。 有些小区会组
织一些活动，让孩子们把自己旧的物品收集好，
然后分类之后标注自己想要的金额， 进行地摊
式的售卖活动。 这个活动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孩
子自己做主，培养孩子的财商概念。 在售卖活动
的过程中，全部由孩子自己定价自己
售卖，父母不插手，收入也归孩子自
己所得。 当然，孩子还可以以物换物，
各取所需。

株洲方女士咨询： 孩子上二年级，
我发现他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习
上， 一遇到问题或者难题就会退缩，产
生畏难情绪，不会自己先想办法，总是
依赖于父母。我们该如何协助孩子克服
畏难情绪呢？

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刘燕芳：给孩
子树立榜样。孩子在生活中最好最直接
的榜样就是家长。家长对待困难的态度
和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孩子
也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榜样， 比如，对
孩子战胜畏难情绪的经历，家长应指导
孩子将其记录下来。 这样，当孩子以后
又面临困难时，可以提醒他看看这些记
录，向自己学习。

教孩子学会面对自己。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家长应有客观的
评价，并据此对孩子的成长提出合理的
期望， 激励孩子向恰当的发展目标努
力。如果家长只看到孩子的优点而无视
他的缺点，孩子就会对自身的不足缺乏
认识而骄傲自满，不能接受失败;如果家长对孩
子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就会增加孩子的
心理压力，使孩子不敢面对失败;当然，家长如
果总是挑孩子的毛病，贬低孩子，对孩子不抱期
望，也同样会伤害孩子的自尊。这样的孩子缺乏
自信，会逃避困难以求避免挫折。

给孩子锻炼的机会。 家长可以在孩子面前
适当谈论一些令父母烦恼的事， 如柴米油盐的
艰难，事业上的不顺，等等，让孩子懂得人生的
路是坎坷的，同时困难也是可以战胜的。引导孩
子把学习中的困难看成是一个个堡垒， 攻破它
们，品尝胜利的快乐。 家长还应适时地对孩子的
良好行为进行肯定性评价， 珍惜并
鼓励孩子的每一个微小进步， 让孩
子从克服困难中找到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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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发生在女儿 3岁的时候。
某一日，我突发奇想：小妮子记忆力

蛮好，何不借着大好时机给她引导些地图
方面的常识？ 于是，我将世界地图和中国
地图挂在女儿书房一侧正中的墙上，并
且，贴得和女儿一般高。如此，女儿进进出
出很容易看到。 只要她有兴趣，我便立马
给她做指引。

第一日才挂上去，女儿便表示出浓厚
的兴趣，问这问那。我便开讲起来，告诉她
地球事实上是个球体。 为了便于女儿理
解，我一边说，一边索性把世界地图揭下
来。 在她面前，和她一起，卷成一个圆筒，
再把上下两端努力往中间聚齐，以方便她
看到一个大致球体的形状。 如此这般，女
儿便有了最初对地球的认识。

有了这个基础，再讲解就方便了。 四
大洋，七大洲，一一指出来，整个地球的表
面轮廓就基本清晰了。考虑到女儿只是初
识，我并没有灌输太多，顺势指引了一下
中国、蒙古和俄罗斯的所在。

次日女儿起床， 闲着无
事，我问起：“逗逗，告诉爸爸，
蒙古在哪儿？ ”女儿居然兴致

勃勃，不由分说就拉了我的手直奔那一幅
世界地图。

“蒙古在这里！ ”女儿顺手一指。 果然
是蒙古。

“俄罗斯呢？ ”我再问。
“俄罗斯在这里！ ” 女儿依旧信心百

倍，小手儿一指，张口便来。结果自然又是
对的。

我很高兴，和女儿商量，以后只要她
感兴趣，我们就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称之
为“跟着爸爸游地图”。 借着地图，我和女
儿一起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指
认国名疆界，还偶尔穿插些各国的异域风
情，或是地形地貌的介绍。所有努力，全因
女儿的喜欢。

如今，女儿已经上小学了。 说起地图，
不再局限于地图这么简单，喜欢谈及未来，
动辄就要冒出一句：“我长大了， 要出国留
学。”再往下，便是各种各样具体的想法。于
是，听着看着，我便禁不住想：才多大的人，
搞得像早就设计好了似的， 难不成早几年
就有了 5年规划或是 10年规划？

我一边惊讶，一边欣喜，想想，该是
“跟着爸爸游地图”所起的作用吧。

日前，美国心理中心网列出好爸爸
的 8个标准， 爸爸们可以对照看看自己
是否合格。

1、多花时间陪孩子。 培养感情是需
要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如果你能经常陪在孩
子身边，和他们一起玩乐，听他们说话，他们
会记住你的爱，感激你的付出。 如果你总是
很忙，无论你有何借口，孩子们都会觉得被
忽视。

2、以身作则。 一个好爸爸会从点滴小事
中给孩子展示什么是诚实、 谦逊与责任，让
孩子明白这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品德。

3、全家一起做饭吃。 如今，做饭不再只
是妈妈的义务，爸爸也要学习烹饪，同妻儿
共享其中的乐趣。 餐桌是全家交流的好场
所，孩子可以谈谈自己的生活，父母可以赞

美他们并给出建议。
4、经常赞美孩子。 爸爸通常不太善于表

露情感，但事实上孩子很在乎父母的关注和
赞赏。 多表达对孩子的喜爱，哪怕只是一个
拥抱、拍拍后背、亲亲脸。

5、尊重孩子的母亲。 无论你和妻子关系
如何，都应该给妻子应有的尊重。 父母的行
为对孩子会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目睹父母
相敬如宾，孩子会感到自己得到认可、受到
尊重。 你和妻子之间的相互尊重会直接影响
到孩子日后的择偶观。

6、定下规矩，奖罚分明。 现代育儿观念

的一大误区是， 很多父母
与孩子之间没有明确界
限。 父母应该给孩子立下
明确清晰且奖罚分明的规

矩，既要让孩子懂得“无规矩不成方圆”，又
能让孩子感受深深的父爱。

7、做个亲切有耐心的老师。 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终身老师。 从孩
子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要耐心倾听孩子的想
法和难题，从日常事例中教给孩子基本生活
经验。

8、给孩子读书。 书本是激发孩子想象力
的最佳选择。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开始，爸爸就可以读故事给他听，
培养其阅读兴趣有助于改善孩子
的个性，促进其身心发展。

日前， 希腊克里特教育技术学院社会
工作系人际关系与心理治疗专家进行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对孩子要求严格
且缺乏关爱， 会让孩子对网络产生更大的
依恋。

研究人员从技术学校中选取了 700 多名
年龄在 20岁左右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填写一
份调查问卷，回答关于他们所出现的孤独、悲
伤和焦虑等心理问题， 以及对互联网的使用
状况。此外，这些年轻人还回答了在生命中头
16 年里父母对他们的养育方式。 结果显示，
被父亲严格管教和缺乏亲子感情交流的孩
子，长大后与其他人相处时会存在困难，也更
有可能沉溺于网络； 母亲对其关心不够的孩
子，长大后更为悲观，这也导致了他们在虚拟
世界中寻找更多的安慰。

研究者认为， 被父母严厉管教的孩子之
所以更易染网瘾， 是因为严厉的管教和苛求
会让孩子觉得父母对他们没有感情， 导致孩
子出现悲伤情绪或在结交朋友方面遇到困
难，这些特征增强了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反

之，能够给孩子带来温暖和爱意的
抚养方式，能降低孩子沉溺网络的
风险。

陈小誉

父母太严厉，
孩子易染网瘾

好爸爸的 8个标准
□ 一鸣

跟着爸爸游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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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孩子的旧物
□ 蔡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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