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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 正上初二的儿子放学回
家，小区的王奶奶就来“告状”了。 原来，儿
子和同学玩投球， 砸中了王奶奶家的窗
户，把王奶奶吓了一大跳，而孩子们都一
溜烟跑了。 在我与儿子讲道理时，他找出
了一堆借口：“偶然加意外嘛，只能算是巧
合，至于这么大发雷霆吗？ 学了一天的功
课，人家也需要释放压力嘛！ ”……他的一
套套说辞无法“打动”我，但我也一时想不
到什么好办法治这个“借口小子”。

当天晚上，我把盘子打翻了，洗干净
的蔬菜抖落了一地。 我心有怨气，说着说
着就指向了儿子：“看看，都是你小子惹的
祸，俗话讲，祸不单行，你这家伙就是个
‘惹事魔王’。 ”“哼，自己失了手，拿别人当
借口。 ”儿子愤愤不平地反抗着。

霎时，我怔住了，儿子的话令我醍醐
灌顶， 总是埋怨儿子犯了错误就找理由，
殊不知这正是我无意间影响的？ 思虑间，往日的点点
滴滴涌上心头，我不由得更加自责了，或许是强势的
自己将儿子“同化”了。

没过多久，儿子参加了一场英语辩论大赛，结果
首场入围赛就被淘汰了下来。 得知消息后我这么对
他说：“平日里妈妈对你的英语书面成绩关注得多一
些，对口语训练有所忽视，这次失利就是一记警钟，
我们继续努力。 ”儿子吃惊地望着我，显然十分意外。

“不， 主要是我平时复习英语存在应付心理，对
知识掌握得不熟练，不透彻。 ”儿子分析起了原因。我
暗暗地长吁一口气，顽固不化的“借口小子”终于敞
开心扉，学会了给自己“把脉诊断”。

随后，我与儿子一同列出了详细的“英语口语训
练计划”。 看着儿子诚恳地频频点头，我由衷地欣喜：
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方法，这正是良好开端
的第一步，也是儿子在成长路上“突出重围”的捷径。

的确，父母就是孩子行为习惯的“镜子”，当我们
处处怨天尤人时，孩子也学会了推辞抱怨；当我们主
动检点自我时，孩子就学会宽容谦让。 告别
形形色色的借口， 让儿子的心中充满正能
量，这正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异国
之鉴

8岁的儿子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孩
子。 去年春天，学校开展“认养绿地”活动，
让每名学生认养一块公共绿地进行管理，
以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培养孩子的生态
意识。 儿子在公园内认养了一块绿地，他
多次喊我和爱人一起去看。 每次，我们都
以工作忙、家务多为借口拒绝了。

其实我知道，很多家长都不关心这些
事：不就是让孩子看护一块绿草坪吗？ 放
学抽空过去捡捡垃圾、浇浇水什么的也就
够了，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所以很多
家长和我一样，没有把孩子们“认养绿地”
这件事重视起来，当然更谈不上亲临现场
指导了。

一个周末， 我们一家三口去公园散
步。 走到一块绿地前，儿子突然间喊了一
声：“爸，妈，你们快看，前面就是我认养的
绿地。 ”我和爱人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
去，果然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块绿茵茵
的草坪。 我们走过去一看，绿绿的草长得
细腻而匀实，没有一块“斑秃”。 绿地管护
得非常洁净， 没有一片纸屑和一根草棍
儿。 旁边的树上还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
醒目地写着：“小草怕疼，请您别踩！ 认养
人：钱小豪。 ”

“儿子，你的绿地管理得不错呀！ ”真
没想到儿子居然管理绿地这么上心，我和

妻子齐声赞叹。
儿子脸上浮起了开心和欣慰的

笑容：“当然啦， 我一周来护理 3 次
呢。 ”按照儿子的提议，我们一家三
口在绿地旁合了影。

回家的路上， 儿子滔滔不绝地
讲着护理绿地的“知识要领”。 看得
出，儿子特别高兴，因为我们欣赏了
他的“杰作”，并肯定了他的成绩。参
观绿地给儿子带来了这么大的快
乐，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想想之前儿子三番
五次邀请均被我们拒绝， 心里还真是有些
惭愧。

从那以后， 我开始特别关注儿子生活
中的各项“战果”了，并及时给予点赞、肯定
和表扬。

我和妻子下班到家， 看到儿子从超市
买来的青菜， 这可是儿子第一次独自完成

“采买”，我们及时给予了表扬。
儿子参加了区少儿绘画大赛， 他画的

《晨读》获得了二等奖。 儿子举着证书和画
作跑回家，我们全家人在一起，一边分享着
儿子的快乐，一边欣赏儿子的杰作，指出其
中的优点和不足，儿子认真地听着。

暑假期间， 儿子回到农村姥姥家养了
一群小鹅，两周后他打来电话，让我们去看
他的小鹅。 双休日，我和爱人一起赶回去，

陪儿子一起放鹅， 还用手机拍了很多他
放鹅、给鹅饮水的照片和视频。 儿子自始
至终都笑容满面，乐得跟过年似的。

渐渐地我意识到， 作为家长一定要
细心地呵护孩子的每一个小小的“成
就”，懂得分享他们的成就感。 时下有很
多家长忽略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取得的点滴进步视若无
睹。 时间一长，孩子心中的上进之火便逐
渐熄灭了，父母眼中的孩子没有上进心，
孩子心中没有成就感， 这对孩子的成长
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有时甚至可以成为
毁灭性的打击。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父母
早日意识到这一点，时时、处处关注孩子
的成长，懂得分享他们的成就感，充分肯
定孩子的每一小步进步， 从而激励孩子
们树立强大的、坚不可摧的上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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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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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即将来临，孩子们都
在努力地进行复习，看着孩子那么
辛苦，爸妈们也想帮帮孩子，可是
父母该怎么帮呢？在孩子复习的时
候该做些什么呢？

低年级：生活规律。 低年级学
生年纪小体质弱， 很容易感冒、发
烧。这就需要家长注意孩子的生活
规律， 督促孩子及时地增减衣物，
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

中年级：查漏补缺。 中年级学
生家长可以让孩子把本学期每次
作业、测验中的错题找出来，共同
分析出错的原因，把正确的答案写
出来。 实际上，孩子分析错误的原
因多是粗心、马虎，这样做，有利于
让孩子认识到错误的危害，下决心
改正。 对于没学好的内容，鼓励并
帮助他们去请教他人，直至弄懂为
止。 家长还可以每天晚上临睡前，
让孩子把课堂上学过的知识讲述
一遍， 一来帮助他们巩固知识，二
来方便家长查漏补缺。

高年级：及时减压。 高年级的
学生在面临考试时，不像一二年级

学生那么无所谓了， 他们开始紧张考试的分
数，担心成绩不好，或者是平时差不多的同学
超过自己。 这时家长就要指导孩子正确对待考
试，帮助孩子减轻自我压力。 考试，就是考查学
习水平， 告诉孩子不要给自己定太高的指标，
考试遇见不熟悉的题目是正常现象，对每个同

学都是可能的。 此外，考前要注意劳
逸结合，有张有弛，让大脑得到适当
的休息有助于保持思维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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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总是特别“关心”孩子的成绩，往往认为自己为孩子付出了
很多。 请转过头看一下孩子，为了满足你的要求，他们是如何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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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玲是我朋友的独生女，在美国上中学。 有一天，
玲玲从学校抱回一个头发金黄、眼睛碧蓝、货真价实的

“洋娃娃”。 而且，假娃娃拥有真娃娃的整套装备：从睡
篮到小衣服、小鞋子、尿布、奶瓶，一应俱全。一开始，朋
友觉得很奇怪，玲玲都上初一了，怎么学校还让学生玩
娃娃？

没过几个小时，我朋友就发现，这个娃娃可真不是
个“好玩”的玩意儿。它的体内装有电脑程序，每过几个
小时，娃娃就会放声大哭，原因有两个，一是饿了，二是
要换尿布了。 要娃娃停止哭闹，必须马上行动，先是查
原因： 如果是饿， 就要把奶瓶放进嘴里； 如果是尿布

“脏”了，就得换上干净的尿布。如果当“妈妈”的想偷点
懒，娃娃就会哭个不停。 即使是半夜，娃娃也还是按照
预订的设置三番五次地哭闹。

玲玲父亲自认为对电脑很在行， 为了让玲玲能睡
个好觉，想改变一下娃娃的程序。 谁知，拿着娃娃上上
下下地研究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娃娃还是照闹无误。
朋友只得建议把娃娃放到车库或地下室去，即使“闹”
也听不到。但玲玲说：“那是虐待儿童。娃娃哭闹了多少
次，多少次得到了妥善处理，多少次被虐待，娃娃体内
的电脑都有记录。如果被虐待多了，娃娃还会‘休克’甚
至‘死亡’。 ”

那天晚上，玲玲被那个“娃娃”闹得筋疲力尽，狼狈
不堪。

第二天， 她上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娃娃还
给老师，大有“金盆洗手”，从此“退出江湖”的架势。 玲
玲大有体会地说：“自己有个婴儿一点都不好玩， 才当
一天‘妈妈’就累死人，不要说天天这样折腾，还怎么读
书……”

这就是美国中学给初中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选
修课，很像我们所说的家政教育，那内容就是：怎样照
顾婴儿。

开设这种课的初衷很明确， 让青少年体验喂养孩
子的艰辛。美国学校对“性”的问题从不采取“回避＋糊
弄”的办法，而是给学生一个积极的“早孕实习”。看来，
让孩子体验“早孕”的恐怖，才是这门课的醉翁
之意。它向女孩们发出了一个警告：怀孕，当妈
妈，可不像童年时办家家的游戏那么好玩。

长沙向女士问：我女儿心理素质比
较差，平时学习成绩很好，但只要考试
就紧张，每次考试都发挥得不好。 期末
临近，她又开始表现得焦虑不安，我该
怎么办？

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心理教师陆
娟答：其实孩子害怕或逃避考试的事情
屡见不鲜，父母首先应该保持良好的心
态，从学习动机、成才道路、理想期望等
方面帮助孩子作多元化价值观的思考，
确立孩子建立“天生我才必有用”“条条
大路通罗马”的观念，调整孩子对考试
的认识。

其次，父母可以尝试帮助孩子做放
松训练，最简便的方法是深呼吸和自我

暗示。 当孩子感到紧张时，家长可以让
孩子做多次深呼吸， 或采用呼吸守点
法：即双眼只看一个固定目标，同时均
匀地呼吸。遇到难题可进行适当的自我
安慰， 用心理语言对自己说：“大家都
难，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能考好。 ”

帮助孩子建立自信是最关键的，尤
其是在孩子考试失误后，家长切不可指
责孩子，这样会加重紧张感。 平时家长
也要做到善于发现、表扬和肯定孩子的
优点，这会给孩子极大的信心并将化为
学习的动力，也会让孩子更
轻松， 达到缓解紧张的目
的。

刘芬 /整理

女儿一考试就紧张怎么办？

美国孩子实习“早孕”
□ 易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