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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

晚饭后， 爸爸陪明明做了手工，还
讲了故事，到了睡觉时间，爸爸催促明
明赶紧上床， 但明明却打开了糖罐，拿
了一块糖放进嘴里。“晚上吃糖牙齿会
坏的，不听话的孩子！ ”爸爸一边责备一
边用手抠出明明嘴里的糖。 明明开始嚎
啕大哭，在地上来回打滚。

不止如此，最近明明身上发生的许
多事都很让人头疼。 天凉了，大人都穿
上了毛衣，明明偏要穿短袖出门；去公
园玩，出于安全考虑，爸爸将明明抱过
独木桥，他偏要退回去，自己重新走一
次；家里有画板不用，偏在墙面上画画。

其实，明明的行为是典型的逆反心
理，作为家长要读懂幼儿，明确“第一逆
反期” 是幼儿心理发展的正常现象，是
幼儿成长过程中注定要遭遇的。 家长要
做的就是尽量用科学的方法帮幼儿尽
早走出逆反期。

平常生活中，家长最爱对幼儿说的
就是“……不行”“……不可以”。 在这种
高控制的沟通方式主导下，幼儿缺少自
主选择的权利。 到了心理逆反期，幼儿

的自主意识就会与家长的意
愿产生强烈的冲突。 家长如
果适当地多给幼儿“选择
权”，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减少。

如幼儿在墙面上涂鸦
会影响室内美观，家长可以
告诉幼儿：“你在纸上画的
画很漂亮，这些画是贴到墙
上，还是挂在墙上呢？ ”这样
带有引导、 建议的问题，既

可以让幼儿知道绘画作品能装饰墙
面，还能让他做出“贴”或“挂”的自主
选择， 也对幼儿的行为起到了良性引
导作用。 另一方面， 幼儿也不会产生

“被控制感”， 相反还可帮助他建立积
极的自我意识。

游戏是幼儿最愿意全身心投入的
活动。 为保证游戏正常有序进行，幼儿
非常重视维护游戏规则，而这恰恰可以
对幼儿建立规则意识起到潜移默化的
作用。 如在一块窄窄的积木两端下面放
上两个奶粉罐， 模拟过独木桥的场景。
游戏规则是“不能掉进河里，河里有大
鳄鱼”。 因为有规则约束，幼儿一般不会
贸然行动。 这时家长就可以告诉幼儿：

“你还小，过‘独木桥’需要有家长帮助
才安全。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幼
儿将规则意识植入到日常行为中，而不
会轻易做规则的“反叛者”。

其实，家长像对待朋友那样与幼儿
平等相处，多一些换位思考，多给他们
一点选择的权利与空间，“不”小孩就会
变成乖小孩。

家长课堂

异国之鉴
韩国家庭待人接客的礼仪教育

□ 佚名

传家风·承家训 许光达：人如明镜 清白传家
许光达，湖南长沙县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历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
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沿着长沙地铁 2 号线一路向东， 终点名
叫“光达站”，位于长沙县黄兴镇光达村内，许
光达就在这里出生成长。 和诸多开国名将一
样，许光达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德行高远。 他
严于律己，严以用权，严格要求亲属，留下了
自请降衔、拒金不受、不准儿子“打着我的牌
子到外面去唬人”等诸多佳话。 毛泽东主席称
赞他为“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这一切被许光达凝练为“清白传家”四字
家训。 其匾额挂在许光达之子、少将许延滨家
中，成为许家后人的人生准则。

在儿子许延滨的回忆里，父亲严格得近

乎“冷漠”。 许光达立了三条规矩管教儿子：
第一，许延滨一上学就要住在学校，过集体
生活；第二，严格控制零花钱，生活标准向
工农子女看齐；第三，不准自己的司机接送
儿子，让许延滨自己走路。 他还严厉警告儿
子：“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 如果你对别
人讲自己是司令员的儿子， 就不许你回这
个家。 ”

面对威严的父亲， 许延滨严格遵守三条
规矩，在学校填表时，家长栏从来只写母亲的
名字。 许延滨品学兼优，高中毕业时，学校准
备推荐他出国留学。 负责政审的同志查看档
案，发现他没有写过父亲姓名，去家中了解情
况， 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许司令
员。 让这名同志意外的是，许光达不准许延滨

去留学。 许光达恳切地说：“高级干部子女在
国外会受到特别照顾， 对子女的成长没有好
处，还是推荐那些优秀的工农子女去吧。 ”

这样的事情，在许光达家中数不胜数。 许

光达家中兄弟多，侄儿侄女也多。 家里出了大
官，有些亲属为之自豪时，也想沾沾光。 一次，
许光达收到一个侄女的信， 要求五叔许光达
在北京给她找个工作。 许光达在回信中批评
了侄女不安心待在农村的思想， 鼓励她好好
读书，为建设家乡出力。 他虽然不帮侄儿侄女
安排工作，却出钱供他们上学。 许光达和妻子
共资助了九个亲戚的孩子上学。

1959年， 没能出国留学的许延滨考上了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化专业， 从此
子继父业。 他担任陆军坦克二师师长期间，建
立了全军第一个等级战备转换程序， 研发了
我军第一个数字化试验部队基本系统。

许延滨长大后，尤其是成为少将后，更加
懂得了“清白传家”家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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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文泱

一个周日，我去找我的韩语老师金老师讨
教问题，她刚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便说：“干
脆到我家作客吧，离这里很近，我们可以慢慢
聊。”那天陪同金老师的是小儿子俊尚。俊尚一
听说有人要到家里作客，顿时紧张起来，小声
拉着金老师问：“我昨晚玩过的拼图还没收拾，
怎么办？ ”我心中暗笑，家里有两个正上小学的
孩子，玩具、书本难以收拾是再正常不过了，何
必那么在意呢？ 却见金老师严肃地对儿子说：

“昨晚已经提醒过要收拾， 没有做好是你自己
的责任，妈妈该做的已经做到了。所以，即使今
天有客人到家中作客，妈妈也不会替你包揽收

拾工作或者向客人解释。 ”
这在我听来，不但有些不近人情，还把小

事严重化了，正打算圆场，给俊尚一个面子，谁
知接下来俊尚的举动更令我惊奇。 这个七岁的
孩子思索了大约五秒， 便做出了补救的决定：
向妈妈要了家里的钥匙， 然后拔腿就往家里
奔———他要赶在我们到家之前，把自己的拼图
玩具清理干净！ 我诧异地盯着俊尚奔跑的背
影，问金老师：“没关系吗？ ”金老师笑着说：“谢
谢你，经过这次手忙脚乱的收拾，相信俊尚以
后再也不会随处乱扔玩具，懒于整理了。 ”

韩国是个讲究面子的国家，请人到家中作

客时，家里凌乱邋遢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表示
对客人的不尊重。 这种观念也深深贯穿到了家
教中，植根于孩子心里。 但金老师宁可在客人
面前丢脸，也要让孩子从此养成整洁的自理习
惯，培养待人接客的礼仪教育，这一点令我尤
其感动。

韩国人很重视家教，他们把礼仪道德作为
家教规范的起点。 同时，他们信任孩子，敢于松
开牵引孩子的手，不包办代替，而是让他经历
风雨、面对现实，独立找到解决的方法。 这种传
统与现实相结合的独特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

儿子小桂圆出生后，我
坚信“男孩要穷养”，对他实
行较为严苛的金钱教育。 每
回带小桂圆出去消费， 都会
约束他：买玩具，只能挑一件
最喜欢的；挑衣服，只能要一
件最中意的……我一直以为
对他的金钱教育是对的。

小桂圆读幼儿园的一
天，我带他去超市购物，他指
着一瓶酸奶说：“妈妈， 你看
这瓶酸奶，有没有降价？ ”我
极为奇怪：“没有啊， 怎么
了？ ”他失望地说：“哎呀，怎
么都不降价啊， 一瓶酸奶十
多元，好贵啊。”这话一出，旁

边的几个老人直乐：“这孩子好，有经济头
脑。 ”

我听了却极其难过。 或许是我错了，
长期穷养给孩子带来的是过分克制的消
费观。钱在他心里占的分量已经大大超过
他自己的需求。 如果不及时纠正，也许他
长大后就会成为一个锱铢必较、金钱至上
的人。

一夜几乎无眠，我看了许多关于儿童
金钱价值观的文章和案例。 书上说，针对
孩子的财商教育，先是要教会他们“需要”
和“想要”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放手让孩
子自己去管理零花钱，会让他们学会区分

“需要”和“想要”，从而学会有计划与有目
的地消费。

我恍然大悟，原来片面的穷养并不一
定有益于男孩的成长。 第二天，我给了小
桂圆两元钱，告诉他说：“我以后每周给你
两元钱，这是属于你的零花钱，怎么花都
可以。”他欣喜若狂，刚开始几周把零花钱
几乎都花在小玩具上，如小卡片、小贴纸
渐渐的， 他开始学着把钱攒下来买陀螺、
小车模等较为贵一点的玩具。随着小桂圆
一天天长大， 我给他的零花钱也在增加，
同时也按阶段给他定好目标， 让他有尺
度、有目标地消费。

我常带他去不同的劳动场所，让他看
到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价值，得到不同的
报酬。渐渐的，他懂得了：所有的财富都需
要靠自己努力创造，也知道要珍惜别人的
劳动成果。如今，已经读小学六年级的他，
对于金钱有自己的一套消费观念：买需要
买的。

虽然这样，小桂圆也不会为该花的金
钱纠结：学校里组织募捐活动，他总是二
话不说地拿出来。 有时候，与我一起逛商
场，我如果说：“哎呀，钱不够了。 ”他马上
就来一句：“妈妈，不用担心，我有……”听
到这些，我很欣慰：他爱钱，但更爱人；他
会打理钱，但不吝啬。

读懂“不”小孩
□ 王素晴

许光达和夫人

中国的家长似乎有一句约好了的口头
语，很能代表他们的家庭教育观。 这句话就
是“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这样的家庭教育观，最直观地体现在每
天放学时的校门口。 小学的孩子走出校门，
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甩给家长，然后要钱买
零食吃，开心地和同学吃着、笑着、跑着。 家
长大多是爷爷奶奶，百依百顺，背着书包在
后面跟着追。 公交车上也常见老人背着书包
颤颤巍巍站着， 孩子心安理得地坐在座位
上。

有的中学生家长也是同样的戏码，也是
第一时间接过书包， 恨不得替孩子做好一
切，背个书包都怕累着孩子。可想而知，回到
家里他们也什么都不要孩子做，“你只要好
好读书就可以了”。

这些家长的动机当然都是“爱”，却不知
道父母如此自作多情的凡事包办代替的
“爱”， 只能把孩子养成痛苦而低能的“巨
婴”。

有的家长
觉醒得比较早，
及时改变，就减
少了对孩子的
伤害。 有位妈妈
一天做好饭，喊
女儿来吃。 七岁
的女儿没理睬，
妈妈着急有事就先吃了。 女儿走过来， 怒视着妈妈问：
“我的饭呢！ ”那一刻，妈妈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帮女儿盛
了七年的饭，从没见过女儿感激，偶尔一次没盛饭，女儿
就兴师问罪了。从女儿愤怒的小脸上，妈妈读到的是：你
欠我的，为什么不给我盛饭！妈妈由此反思，我自作多情
地辛辛苦苦，其实是剥夺了孩子成长和锻炼的机会。 父
母看似巨大的爱心，却培养出孩子巨大的私心。 幸亏孩
子还小，这位妈妈及时觉醒，及早纠正，给孩子的成长锻
炼留了机会。

家长们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孩子全面成长的机会，
不要以自作多情的“爱”培养出自己痛苦、父母追悔莫
及、增加社会负担的“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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