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希望在记忆方法

方面有所提升的学生。

（二）培训方式
采用互动式教学，期间穿插课堂活

动。训练学生注意力，反应能力，观察力，

想象力，抽象分析力的综合提高，“让不聪

明的孩子变聪明，让聪明的孩子更聪明”。

（三）课程内容
（1）海马速记——图像记忆宫殿法（学

会运用图像记忆法，速背课文）

（2）海马速读——全脑快速阅读法（阅

读速读提升5-10倍）

（3）海马导图——超级思维导图法（学

会简化书本快速记忆）

（4）单词速记——英语单词记忆法（英

语单词速记通关，48个国际音标速记，年级

单词速记）

（四）时间安排
每周日9:00-11:00，课时15节。

（五）报名费用 ：1600元（含资料费）。

关心自己的孩子
切莫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说教

海马脑力速读速记培训班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各有所

长，家长在观念上一定不要把成功的标

准定死，应该尊重孩子的差异化的优

点。不一定成绩好的才叫成功，孩子在

其他方面诸如个性或者兴趣爱好方面

的优势同样可以成为闪光点。家长应

该在与孩子的交流过程中加强对孩子

“特性”的重视，对孩子这些方面的鼓励

能让孩子发挥所长。

一些家长不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

反而用别人家的孩子来给孩子

施压，容易让孩子丧失信心和自

尊感，造成孩子自闭与叛逆。以

后与孩子的沟通就更为困难了。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么爱学习，成绩这么好！”“你看看隔壁XXX,什么都会，哪里像你就知道看电视！”……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一段苦不堪言的“别人家的孩子”的蹂躏。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有可能你都不认识，却“如影随形”贯穿在你学习生活的

点点滴滴里，成为家长的“口头禅”，孩子的“紧箍咒”。

一句“别人家的孩子”，伤的是自己家的孩子

[案例一]
小予是市安阳实验中学一名初一学生，今年九月刚刚从一名小学生晋升为初中生，令她开心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嘉嘉也一道进入

同一所学校，可这种开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小予在小学时就是个活跃份子，学校的各类比赛都会参加，成绩也不错，也算的上是老师们的“得意门生”。就是这样一个带着

好学生光环的学生，开学才没多久就遭遇“内心的滑铁卢”，小予的妈妈隔三差五给小予“吹风”：进入初中了，你可要抓紧了，你看人

家嘉嘉，早早地就准备起来了，你们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差不多，可是暑假里她可没少花功夫，你小心被她比下去。这不，周末本来想

和老同学一起去聚餐，也被妈妈一口否决。

小予想不通，怎么昔日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好朋友,现在竟然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其实，像小予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种“别人家的孩子”似乎成为一道魔咒，让不少学生头疼，心里的叛逆情绪也不断滋生，甚至

成为了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交流障碍。

采访中小予妈妈表示，自己的初衷其实并不是逼孩子，但是初中不像小学，初中成绩直接关系到高中，对孩子的成长都会造成巨

大的影响。至于这样做会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压力，还真的没考虑过。

关心自己家的孩子，不要靠“别人家的孩子”

报名时间：即日起（节假日可电话报名），额

满将提前结束报名。

报名地点：瑞安日报大楼一楼市民服务服务

中心(安阳新区安福路30号)

瑞安市云海花苑一期2幢1A室

上课地点：瑞安市云海花苑一期2幢1A室

联系方式：13706688086 0577-66883918

也正是因为平时接触的学生多，因此温老师也格外留意孩子的内心的想法。在这个让很多家长栽跟头的问题上，她的原则就

是：关心自己家的孩子，不要靠“别人家的孩子”。

跟别人比不如跟自己比

正如小予的妈妈，很多父母爱拿

“别人家的孩子”与自己家的孩子比较，

本意是为了鞭策自己孩子，给孩子一个

奋斗和努力的目标。殊不知这样做不

仅起不了激励的作用，还会损伤孩子的

自尊心、上进心，甚至影响孩子对父母

的信任度，导致孩子对父母冷漠化。动

不动拿”别人家的孩子“说事，连一些平

时性格温和的孩子也难以忍受，发出

“既然别人家的孩子那么能干，那你们

还是让他做你的孩子吧”的怒吼。

这时候，父母可以变换方式的“比

较”，让孩子“和自己比”。拿孩子这次

成绩和上次成绩进行比较，拿孩子的优

点和缺点来比较。比如家长可以用诸

如“你这次确实比上次做得更好”之类

的语言来不断鼓励孩子。

“软”的方式孩子更容易接受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有值得学习

的地方，家长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

用比较软化的方式和语气来表达出

来。最好先对自己孩子表现好的方面

给予表扬和肯定，然后再客观分析别

的孩子表现比较好的方面，再在此基

础建议孩子如何学习别人的长处，这

样循循善诱的方式孩子更容易接受。

如果是像小予这样的情况，大可以用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小予，你和嘉嘉

是好朋友，更是好的学习上的好伙

伴，老师总说你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很不错，但是先天条件好，还要靠

后天的努力哦，你可以多跟嘉嘉探讨

探讨学习的方法。

这样做就很巧妙地化解了与“别

人家的孩子”的尴尬。

尊重差异让孩子变得独一无二

[案例二]
温女士是一名高中教师,同时也是一名16岁孩子的母亲。比起同龄孩子，温老师的儿子并没有这个年龄段所谓的叛逆，相反，他

很乐意跟妈妈分享自己在学校里的趣事。

在处理儿子的问题上，她向来尊重儿子，也从来不拿“别人家的孩子”来说事。温老师觉得许多家长容易在这里走进误区，明明

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却总要扯到别人家的孩子。这样关心孩子的方式太过“间接”，孩子不容易一下子明白家长的用心，

甚至曲解了家长意思。而温老师的儿子笑称：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自觉、独立，不用妈妈担心。妈妈总说一个人不怕比别人

差，就怕没有越变越好。妈妈那么宽松，我反而会自己给自己“要求”，一直以来，妈妈和我的关系就像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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