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女儿的个子比较矮， 她经
常向我们抱怨：“我真希望自己长
高一些，壮一些。现在低年级的孩
子都比我高。 ” 看女儿难过的样
子， 我决定帮助她克服个子小所
带来的心理弱势， 具体的办法是
游泳训练。

在第一堂游泳课前， 我把女
儿拉到一边， 小声地告诉她：“看
看那些男孩子， 都比你高半头甚
至一头多。 你可能游得过他们
吗？ ”

“绝对不可能！ ”女儿急忙摇
摇头。 “我也不相信。 大概你是
最慢的。”我接下来说：“不过我希
望你能亲身体会一下， 训练会把
你变成一个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
人。下面是你要做的：认真听从教
练的每一个指令， 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 三个月后，你再看看结果怎么样。 ”
刚开始， 女儿确实也只有在后面跟着的

份。 但是有一点，她学得比谁都认真：不仅专
心于教练的每个示范动作， 而且教练叫游八
圈就游八圈，十圈就是十圈，从来都是一丝不
苟。 那几个男孩子，则暴露出一系列的态度问
题，比如不完成规定的训练量，不按教练吩咐
的分解动作练习，有时累了，就说要上厕所，
一上就不回来。 时间久了，女儿和他们的差距
也越来越小。

两三个月后， 这一切努力终于都开花结
果。 游泳队不时有内部比赛，女儿频频击败那
些高半头的男孩儿。 后来女儿在七年级时加
入了学校的游泳预备队， 是年龄最小的队员
之一，训练时经常在大孩子中领游，不时有和
大孩子们比赛的机会， 战胜高半头的男孩子
成了家常便饭，女儿也慢慢地恢复了自信。

我们总抓住时机和谈起游泳队的事情：
“看看那些男孩子， 要说游泳的身体条件，全
比你好得多， 你根本不应该和他们竞争。 但
是，几个月的训练就改变了一切。 天分当然很
重要，但留着不用还是白白浪费。 持之以恒的
训练则让你超越自己。 ”这些大道理，对女儿
来说已经不是抽象的说教， 她都亲身经历过
了。

体育并不仅仅要让孩子身强力壮， 还能
培养孩子的品格和精神。 到小学毕业时，女儿
已经成了班里的优等生。 当别的孩子说她聪

明过人时，她经常对我说：“她们总是
说我聪明。 我不觉得自己哪里聪明。
我只是比别人更努力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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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育儿经（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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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著名喜剧演员。2003年，他凭借情
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中副班长“老高”一
角，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线喜剧明星，之后他
佳作不断，塑造了各类喜剧小人物形象。 现
实生活中，范明坦言自己也特“二”，他管老
婆叫“大天使”、女儿叫“小天使”，为博两天
使开心，变招数耍宝，他不遗余力。 家庭地位
如此高的“小天使”，被范明宠坏了怎么办？
范明则笑着说：“那倒不会，我有自己的育儿
法宝。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育儿经
吧。 ———编者

2000年 8月 23日，我终于当爸了。当医
生把粉嘟嘟的女儿毛妹交到我手上时， 嗨！
我那个欣喜激动啊，无法言说。

毛妹出生后，我不拍戏时，就宅在家里
跟妻子一起带她。 拍戏时，一有空档，我就飞
回家看毛妹。 毛妹闹小脾气了，我也不呵斥
她，顺着她脾性哄她开心。 等她开心了，我才
故意装成被她欺负了的委屈样。 这时，毛妹
就会学我哄她的样子来哄我。 我就趁势跟她
拉钩：“有错就改，一百年不许犯。 ”毛妹往往
会自言自言：“毛妹不犯错，是好孩子。 爸爸

不犯错，也是好孩子哦。 ”
她妈妈有时夸我：“老范， 你真有本事，

这个教育方法好。 不动声色，也能让孩子知
道错在哪。 ”我就得瑟：“这是喜剧演员的本
事！这叫包容育儿法。如果她犯错，你立马纠
正，只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脾气变坏。 再小
的孩子都有一种天生的是非观，她做错了事
别人包容她，她也会容忍别人的过错。 ”

毛妹上幼儿园后，有一次班上的一位小
朋友滑滑梯时， 不小心踩到了毛妹的脚趾
头，老师看见后就批评了他几句。 小朋友就
对毛妹发火：“哼！我以后不跟你玩了。”毛妹
却拉着小朋友的手求他：“你不跟我玩也行，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跟你玩，好吗？ ”

小朋友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类似于这
样的事情还有不少。 毛妹妈妈去接她时，老
师就经常夸毛妹脾气好，与人为善。

我和毛妹妈都很务实， 穿戴上不讲究
名牌，生活上从不奢侈浪费。 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给毛妹树了一个榜样。

不过，在成长过程中，毛妹也有过困惑。
上三年级后， 有天毛妹非缠着我给她买双

2000多元的品牌运动鞋不可。我问她为什么
要买这么贵的鞋？ 她答：“我们班同学都有，
我要是没有，同学们会笑话我们家穷，不跟
我玩。 ”我就引导她：“爸爸演的都是平民和
穷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爸爸呢？ ”她
想想回答：“因为爸爸是开心果。 ”我说：“对
呀！ 一个人是因为可爱才被喜欢，跟贫富扯
不上一点关系。 ”毛妹就说：“哦，我懂了，我
也要做一个开心果。 ”

自此后，毛妹在物质上再没有特殊的要
求，我们给她买什么她穿什么，对于吃也不
挑剔。 我不吹牛，毛妹是个极其好养的孩子，
懂事、善解人意。

其实，每一个父母都会倾其所有，想让
自己的孩子拥有最好的一切。 我会在生活细
节上细心照顾她，把她当手心里的宝，包容
她爱护她，比如夜里我会起床一两次，看看
她被子盖好了没。 但在物质生活方面，我就
坚持把她当草，穷养到底。 经历过风吹日晒，
她的生命力才会更强，才更有责任感和坚强
的心。

我儿子飞飞在加拿大温哥华
的小学已经读了半年多，这学期以
来，我一直在观察儿子每天在学校
里到底学了什么。

社交活动。 加拿大学校非常
重视孩子社交能力的培养。飞飞的
社交能力稍有欠缺，老师说他对自
己喜欢的事参与度很高，不喜欢的
事就坚决不参加。后来校长还专门
组织几个老师与我们开了一次长
会，一起讨论如何帮助飞飞提高社
交能力。比如用一些简单的指令提
醒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先听
完别人的讲话再离开。一段时间以
后，飞飞进步明显。 我感觉老师在
这方面还是很负责任的，也非常重
视社交能力的培养，因为这对 6 岁
的孩子来说，比文化知识的学习更
重要。

体育锻炼。 加拿大人很看重身体的锻炼。
学校每天都安排好几次室外自由活动和跑步
练习，不管是否下雨，每周还有一次在体育馆
上课。 飞飞已经练了一年多的跆拳道，这对他
运动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手工劳动。加拿大小学还很注重对孩子动
手能力与创造性的培养。 开学前，老师会给家
长一个清单去买齐所要求的文具：各种不同的
水彩笔、胶水、活页夹、橡皮、小剪刀等，共有
20种之多！ 在学校里，孩子们每天都在制作新
东西，教室里也贴满了他们的作品。 飞飞前段
时间自己做了一本书，有封面，有章节，有内
容，故事情节围绕他看过的乐高电影里的几个
人物。 虽然单词拼写错了很多，也乱用标点符
号，但我们能看出这是他自编的完整故事。

关于数学， 不得不说加拿大教得太浅，一
年级还在学 10 以内的加法和 1-100 的数数。
我有时会自己教他，好在儿子也喜欢学，只要
稍稍加以引导，他就能掌握。

总的来说，加拿大小学一年级基本上没教
什么文化知识，每天 6 个小时的学校生活主要
是玩，学习如何交朋友，如何参加集体活动，如
何动手做自己创造的东西， 如何遵守规则等。
我喜欢看着儿子在玩中成长， 顺着
人的天性自然地发展， 先学会怎么
做人，再去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
后简单快乐的生活。

美国幼儿教育专家莉莲·凯茨研究
发现，很多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
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
并因此而丧失自信心，给别人的感觉是，这些
孩子“越学越笨”。 其实，有一种“笨”是学来的，
而让他们变“笨”的是以下三种教育方式：

1、过高的学习目标。 有些家长不考虑孩
子的心理和智商发展情况，一味分派学习任
务，又不做任何讲解，结果孩子永远不知道
该怎么学。 这样，不用家长说，他都会觉得自
己很笨。

2、过早的知识传授。 一些望子成龙的父
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对幼
小的孩子进行读、写、算训练。 其实这些知识
并不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孩子虽然能鹦鹉学

舌地死记硬背一些，却不理解，反而降低了对
学习的兴趣。

3、过多的负面暗示。心理学研究发现，外
界言语和行为暗示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影响巨
大。 一些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说孩子“真笨”，
有时是火冒三丈地批评、责骂；有时不是批
评，而是昵称，比如说“小笨蛋，不能这样做”。
但无论本意如何，孩子接受到的都是“自己很
笨”的信息，久而久之会产生严重的自卑感，
从而真的变“笨”。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于他人的长处。 家长
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潜能，带着欣赏和

鼓励的眼光看待孩子。 首先，要让孩
子经常体验成功的喜悦。 人在成功
时，大脑会释放快乐激素“内啡肽”，

驱使孩子重复这一体验。从这个角度看，成功
才是成功之母。

其次，鼓励孩子探索。每一次探索都是学
习的机会。但不要给孩子设定太高的目标，而
要“为孩子找一棵矮点的苹果树，让孩子踮起
脚就可以摘到苹果”。

最后，允许孩子失败。 父母对孩子的失败
经历要给予足够的包容， 不要用瞧不起的态
度对待孩子，也不要劈头盖脸地责骂，而要让
他明白，失败人人都会碰到，勇敢、
聪明的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继
续努力。

长沙一读者咨询： 我家儿子上六年级
了。 以前，如果考试成绩好，我就奖给他一百
零花钱。 升入六年级后测验比较多，儿子依
旧是成绩好就回家向我要奖励， 而且只要
钱，甚至说如果不给钱，下次就故意考差点。
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琚金民：孩子只要
钱，一方面表明家长的奖励形式单一;另一方
面表明孩子认为钱的作用比其它奖励都要
大，还可能潜移默化地受到家长价值观的影
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

针对这种情况，家长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矫正：
首先，要变被动为主动。家长要以平和的

心态来看待孩子的成绩， 如果孩子提出过分
的奖励要求， 家长要有勇气说不， 不怕他考
差。 考差了，老师可能责备他，同学可能轻视
他，诸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也可能离他而去，这时候他就会懊悔。

其次， 要斩断旧的反射， 丰富奖励的形
式。 可以奖他喜爱的小物品、课外书，买一双
他喜欢的运动鞋，还可以带他一起旅游，也可
以让他玩一会游戏。 物质奖励之外还有精神
鼓励，比如，发一个家庭奖状，向亲友汇报孩

子取得的好成绩等。 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
结合，随着年龄的增长，要不断提高精神鼓励
的比例。

再次，引导孩子淡化结果重视过程。 把
钱作为刺激孩子学习的动力，其作用非常有
限，短期可能有用，长期下去，孩子仅仅为了
钱而学习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 要引导孩子
由注重结果向重视过程转变，帮助他发现学
习过程中的乐趣。 要培养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把兴趣、爱好作为学习
的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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