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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对小家伙是充
满信心的，在我眼里他聪明又乖巧。

一天下午，老师在班级微信群里贴出
了当天的作业，背 4首古诗。 我看过这 4首诗，
对儿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傍晚，儿子一回
到家，我就对他说：“宝贝儿，要背的 4 首古诗
我昨晚听你读得可流利了。 ”儿子嘟着嘴一脸
不高兴地说：“那么多，我只背一首。 ”他转身跑
进了自己房间，“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愣
在那里，有些莫名其妙。

隔了一天，儿子放学回到家，满面春风，还
哼着歌。 我逗他：“哟，这是雨过天晴啊，前天还
乌云满天呢。 ”儿子不好意思地看看我说：“妈
妈，我来背另外 3 首诗。 ”我欢喜又诧异地问：
“那天晚上，就算妈妈生气你也坚决不背，现在
为什么愿意背了？ ”

儿子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崭新的漫画书说：
“因为那天我同桌借我的漫画书看， 一不小心
弄坏了，所以我很不开心。 不过今天他还了我
一本新的，我心情就好了。 ”看着儿子灿烂的笑
脸，我暗自惭愧。 孩子情绪波动，做家长的该如
何去应付，也是一门学问啊！

上周六，闺蜜约我带孩子出去吃饭。 那天

我带着儿子提早出了门，打算买个礼物送给闺
蜜的女儿。 在超市，我挑了一款芭比娃娃，转身
看到儿子正对着一个奥特曼玩具出神，眼里流
露出渴望。 我假装没看见，招呼他：“时间快到
了，宝贝儿，我们走吧！ ”儿子显然在想着怎么
让我答应给他买玩具，磨磨蹭蹭地走到我跟前
说：“妈妈，我能买那个吗？200元。”我不动声色
地说：“不行，你上个月过生日，爸爸已经送给
你一个了。走吧！ ”说完，我径直往收银台走去，
偷偷观察儿子， 只见他跟在后面一步三回头，
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半个小时后，我和闺蜜在约好的餐厅见了
面。 她女儿 6 岁，模样很可爱，甜甜地叫我“阿
姨”并向我问好，然后很高兴地接过我递给她
的礼物。 我催促儿子跟闺蜜问好，催了两遍，他
才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声“阿姨好”。 我有些尴
尬，小声跟闺蜜道歉，告诉她孩子因为要买玩
具没得到满足，在闹脾气。

等我们点好菜， 儿子就开始用脚踢桌布，
还用手去扯。 见我依然不理他，他干脆哭了起

来。 我没法淡定了，因为不少人把目光投
向了我们。 闺蜜的女儿脆声声地说：“哥哥
为什么哭了，是要芭比娃娃吗？ 给你。 ”看

到闺蜜的女儿那么懂事，我有些惊奇。闺蜜低声
对我说：“先别理，两分钟，保证会停。 ”果然，过
了不到两分钟，儿子的哭声渐小，自己拿起纸巾
擦起了眼泪。 这时闺蜜说：“这个餐厅的绿豆冰
很不错，我们也尝尝？ ”儿子居然马上插话，说：
“我要红豆冰。”他脸上还挂着泪呢，却露出了笑
容， 仿佛刚才的事没发生一样。 菜陆续端了上
来，4 个人吃得很开心。 一直到回家，儿子没有
再提玩具的事。

我完全没有想到儿子会这么轻易放弃购买
心仪的玩具，要在以前，他准会软磨硬泡，使出
浑身解数让我答应给他买。闺蜜告诉我，不要一
味去满足孩子的欲望，这样只会助长他的任性。
也不要怕孩子发脾气，有点小情绪是很正常的，
让他发泄一下，是
最合适的处理方
式。 其实大人也一
样， 每个人都会有
情绪， 不妨给一个
出口发泄一下。

给孩子发泄情绪的机会
□ 何小琼

3 岁的妞妞入园两个
多月了，经常在幼儿园推小
朋友、打人、咬人。妞妞妈妈
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在家里
从不打人的妞妞在幼儿园
却变成了一个“小霸王”？

其实，如果孩子在家里
并没有攻击性行为，那么在
幼儿园发生这种情况肯定
是有原因的。在家里孩子的
需要一般都能得到满足，没
有人会和他发生冲突。而在
幼儿园，小伙伴多了，矛盾
冲突也多了。 这时，孩子就
会本能地“出手”捍卫自己
的利益。 那么，我们该怎么
办？

多给孩子提供和小伙
伴相处的机会

孩子和小伙伴在一起， 不仅能体
验玩耍时的乐趣，更能学到许多东西，
这些都是成人不能取代的。 有时候，家
长会担心孩子和小伙伴在一起受欺
负， 或者是怕麻烦而不让孩子和小伙
伴相处。 这样会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
会，是不恰当的。 当孩子和小伙伴在一
起时，家长不需要太多的干预，要让孩
子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寻找答案。

父母学会控制好情绪，以身作则
父母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孩子

的一举一动。 作为父母，在教养孩子的
时候，不要说脏话。 孩子犯了错误，也
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采取说理讲
理的方式解决。 父母千万不要在自己
高兴时，对孩子过分溺爱；而自己不高
兴时，又对孩子拳打脚踢，为孩子树立
好的榜样可以预防孩子攻击性行为的
发生。

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
孩子出现攻击性行为往往是遇到

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父母预先教给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以避免这种行
为的发生。 首先， 家长要从孩子的角
度，帮助孩子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别着急，妈妈会帮助你的。”这样孩子
就不会把气撒在小伙伴的身上。 比如
孩子跟人抢玩具出手打人， 家长应该
把对的做法告诉孩子， 教他与别人商
量一起轮流玩玩具， 或者被小伙伴拒

绝时可以找老师帮助， 同时
教孩子学会与别人分享、懂
得谦让。

7 岁的女儿是在蜜罐中泡大的孩
子，由于我们夫妻工作忙，她基本跟
着爷爷奶奶长大，直到 5 岁才跟我们
一起住，是个典型的“小公主”。

在爷爷奶奶那里女儿是要风得
风，十分任性。 有时，看到她乱花钱我
就想管， 可母亲总拿眼睛狠狠地瞪
我。 一次，我忍无可忍，打了女儿一巴
掌，女儿大哭起来。 老父亲怒气冲冲
地从屋里出来：“你个浑小子，孩子这
么小，亏你下得了手。 ”一边骂我一边
哄他的宝贝孙女，我只得罢手。

从此以后， 女儿更肆无忌惮了，
今天要模型小飞机， 明天要大头娃
娃， 一个月下来买玩具少说也得 300
元。 我是干教育的，我知道再不想办
法，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天，女儿竟缠着爷爷给她买电
脑，说她的好朋友鹏鹏家就有，鹏鹏
还会用电脑画画。 我刚要发火，转念一想，何不
将计就计。

晚上，我来到女儿房间，“萍萍，你不是要买
电脑吗，爸爸支持你。 ”“真的？ ”女儿瞪着一双怀
疑的眼睛问我。 我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女儿高兴
地叫起来。 我试探着对她说，“不过，爸爸有个建
议，我们要合资买电脑，就是你出一半钱，我出一
半钱。 ”女儿的眼神立马黯淡下去，“可我没钱。 ”

“可以攒呀，你少吃零食，少买玩具再加上你的压
岁钱，不就解决了吗？ ”女儿点了点头。

女儿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高兴地对我说：“爸
爸，你看这些钱够了吗？ ”我面前是一小堆钱，有
百元大钞，拾元纸币，更多的是毛票和钢镚儿。
我数了数，一共是 1135.6元。 我遗憾地告诉女儿
还差得远，女儿噘着小嘴不高兴了。“不过，爸爸
可以先垫上一部分钱给你买一台电脑，以后你再
攒钱还爸爸，好吗？ ”“拉钩!”女儿乐坏了。 当然，
我要求女儿得给我一张借条，我们父女“公事公
办”。

买了电脑以后，女儿知道爱惜钱了。 我不禁
为自己的“阴谋” 窃喜， 还给她买了一个储钱
罐。

之后，女儿学会了扫地、擦桌子、洗碗、擦皮
鞋，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也会付给她相应
的工钱。 每次女儿都把我们给她的钱全部放进
储钱罐，然后美滋滋地数上一番。

女儿懂得了金钱来之不易，知道要得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必须付出劳动，自然乱
花钱的毛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应对“开学焦虑症”
家长首先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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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 正进入
开学季， 本该是从
暑假放松状态逐步
过渡到学习状态，

“收心” 的关键时
期，却有一些孩子出现了烦躁不安、注意力
不集中、失眠、胃口差等症状，严重的甚至出
现了头疼、 胃疼等躯体性症状，“开学焦虑
症”正悄然来袭。

心理学专家提醒家长，“开学焦虑症”是
一种学生常见的心理现象，孩子出现注意力
不集中、烦躁不安、乱发脾气、失眠、胃口差
等都是焦虑的一种反应，严重的还会出现头
痛、胃疼等躯体性症状。现在，中小学生焦虑
症的情况非常普遍。

“开学焦虑症”的原因是什么呢？专家介

绍， 中小学生的焦虑现象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现象，是孩子在面对社会、学校、家
庭、同伴各方压力下的一种反应。同伴的
竞争、家长的催促，都可能给孩子造成压

力， 未成年人同样会像成年人一样产生焦
虑。尤其是一些学业优秀、竞争感强的孩子，
一旦学业下降，更容易引发焦虑。

那么在开学前，家长和孩子如何进行调
整，缓解“开学焦虑症”呢？

心理学专家强调，在影响孩子的 4 个因
素中，家庭因素占到 50％。 随着家长群的普
及，“别人家的孩子”又报了什么班，考了什
么级等，此类信息泛滥，家长之间的焦虑情
绪也在传染。 家长的焦虑情绪反过来会对孩
子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因此， 家长首先要做不焦虑的家长，调
整好心态， 不要把焦虑情绪传染给孩子，不
要给孩子太强的竞争感。越是在这种高竞争
的环境中，聪明的家长越是不要焦虑，不要

受家长群信息的刺激。 就拿开学来说，本来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要过度强调
“要开学了，要收心了，要进步”，等等，不要
让孩子对开学产生恐惧感。

家长可以和孩子讨论新学期的生活，引导
孩子制订阶段性的目标和计划， 但千万要注
意，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尤其是对从
幼儿园升入小学、从小学升入初中或从初中升
入高中的学生来说， 目标和计划应是激励性
的， 不要制订超出孩子能力范围的过高目标，
这反而会增加他们对新学期和新学校的恐惧。

另外，不少学生在假期忙着参加父母为
自己安排的各类培训班、补习班。 到了最后
一周，随着各类培训班陆续结束，不少学生
往往会选择疯玩来“报复”，尤其是大龄孩子
会长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网等。 专家建议对
高年级的学生，家长可协助他们安
排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尽量把他们
从电脑前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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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刘女士问： 我女儿一直乖巧懂事，
善解人意，可自从我生了二胎之后，女儿的
情绪就以埋怨和指责为主，说我只爱弟弟，说全
家人都偏心。 我们其实对大宝的爱一点没变，真
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长沙高新区虹桥小学心理教师王春燕答：
二胎政策实施后，几多欢喜几多忧。 很多年轻的
父母选择给孩子一个伴，可小宝出生后，却衍化

了大宝心理的不平衡，说父母偏心。 在繁重的压
力面前，父母也颇感委屈。那么，父母应该怎么做
才能平衡大宝的心理呢？ 根据上百个案例的调
查研究，我发现，很多父母总是爱对孩子唠叨：我
不陪你都是为了这个家， 为你们创造更好的条
件。其实，孩子并听不懂这些话，他们需要的是父

母给他留出专注的亲子时间。 大宝在意的
不是爸妈带小宝， 他们在意的其实是父母

没有留给自己专注的亲子时间。 哪怕每天给大
宝 15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他在一起，去超市、去
游乐场或去书店，安静地看着他玩。

父母只要做到一招， 即每天给大
宝专注的个人亲子时间， 许多问题将
会迎刃而解。 刘芬 /整理

你问
我答

这一招，让大宝爱上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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