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9日 /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 项 颖 / 于国涛

EDUCATION WEEKLY 学周刊 15

1.孩子过分依赖别人的评价，源于父母的过度表扬或批评
适当的表扬有利于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父母

受愉快教育理论的影响，平时喜欢无原则地表扬孩子，结果导致了孩子缺乏

自我意识，过分看重别人的评价，每做一点小事都希望得到表扬，否则就拒

绝去做。同样，过度的批评也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使孩子看不到自我。因

此，孩子出错时，家长需要有分寸地指出其错误在哪里，从而帮助其吸收教

训，改正缺点。

2.孩子固执、任性，源于父母过于民主
有很多家长，尤其是学历层次较高的，把家庭教育中的“民主”管理看

得很重，不管大事小事都寄希望于“晓之以理”，结果是理没谈成，孩子却被

惯坏了。原因是孩子(尤其是年纪较小的孩子)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判断力，在生

活中有许多地方需要依赖父母的指导，如果对其过于民主，很容易把孩子宠

坏，使其变得固执、任性、为所欲为。因此，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可以以

理服人，而对于年纪尚小的孩子，带有强制性的教育管理仍是必不可少的。

3.孩子犯错屡教不改，源于父母滥用奖励、缺少惩罚
孩子缺乏是非判断能力，为了帮助其明辨是非，父母应该在平时养成奖

惩分明的习惯。有些父母信奉“棒打出秀才”的观念，而另一些父母则走向

另一个极端，只习惯于使用奖励，从来不惩罚孩子，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

的。孩子如果犯了错误，适度的惩罚是应该的。

当然，惩罚并不专指打骂、责惩孩子，其方法和形式可多种多样，只要

达到目的就可以了。相反，如果在不适当的场所或时间滥用奖励，也不会起

到预期的效果。

4.孩子不服从管教，源于父母间的教育意见不统一
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父母在教育子女问题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

歧。聪明的父母会避开孩子单独商讨，以求在达到意见的统一后再对孩子进

行教育。然而，也有不少父母缺乏沟通而对教育子女的问题固执己见，甚至

在孩子面前公开吵架，这种现象的直接危害是让孩子感到缺乏安全感、不知

所措。

因此，在孩子面前，父母应注意保持意见的一致，切勿互不相让。因为

如果孩子认同了父母某一方说了算，日后当这一方不在场时，另一方将很可

能无法说服、管教孩子，从而给正常的家庭教育带来人为的障碍。

5.孩子缺乏自信，源于父母的盲目扼杀和过分保护
有些父母对子女的一切大包大揽，连子女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舍不得让他

们做，甚至将子女的活动范围也完全限制在自己的视线内。这种过分的保

护，严重干扰了孩子身心的正常发展，导致孩子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社交

困难、缺少自信、优柔寡断，甚至缺少道德情感和责任心。

与此相反，有些父母则总是主观地否定孩子的言与行，喜欢拿别的孩子

与自己的孩子做比较，甚至用过高的成人化标准要求孩子。长此以往，就会

将孩子的积极性、上进心盲目扼杀，让孩子觉得自己很无能，自尊心和自信

心被无情地摧毁。

家有任性娃，如何让他“听父母的话”？
如果家里有个任性的孩子，往往弄得家长又气又急，打也不成，说也不听，家长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面对任性的孩子，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手段一：哭闹
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哭闹是孩子最常用的手段。而很多父母怕的就是孩

子这一招。一旦孩子哭闹起来，父母马上缴械投降，不但无条件满足孩子的要

求，而且常常“超额”完成“任务”。

手段二：哀求
当孩子向父母哀求要某样东西时，没有几个父母抵挡得住他的温柔进攻。

手段三：死缠烂打
“持久战”的理论对孩子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他的目的是要用“磨”来让父

母答应他的要求，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手段四：赌气噘嘴、不说话、摔东西、不吃饭……
孩子赌气的时间，一般持续得较长，因为孩子已掌握了心理战的秘诀，没耐

心的父母只好举手投降。

1.安静缓和法
这是对正在任性发脾气的孩子使用的一种方法。孩子发脾气时，情绪兴

奋、激动，有时甚至大哭大闹、大嚷大叫。如果成人耐着性子采取亲和、抚爱、哄

劝的方法，反而会使孩子更加哭闹不休；如果大人态度粗暴，急躁地打骂孩子，

仍然难以阻止孩子的任性。安静缓和法要求大人此时应持平静的态度，要求孩

子停止哭闹，让他安静下来，此时没有必要说服孩子立即承认自己的任性是不

对的，待孩子平静以后，再用平缓的口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2.通俗讲解法
对孩子讲道理要深入浅出，可以举一些孩子身边的事情做例子，使道理容

易为他们理解和接受。每当孩子和家长出现“顶牛”的现象时，家长还可用讲故

事、讲笑话的方法来缓和矛盾，并借故事去触及孩子的心灵。童话是对儿童进

行说理教育的有效方法，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并叫他们听

完后谈谈体会，“对号入座”，改正不良习惯。

3.不予理睬法
对孩子的嘀嘀咕咕、纠缠不休等行为，家长可以故意不加注意，装作没有听

见或者暂时离去。这是一种避免孩子可能出现闹事行为的有效方法。比如当

孩子提出不合理要求时，一时难以说服他，这时可采用不予理睬法，也就是平时

说的“冷处理”。采用这种方法要收到好的效果，家庭中所有成人必须一致，同

时采用不予理睬法。当孩子平静以后，对他也不能迁就让步，应当像没有发生

事情那样，不予理睬。

4.攻心为上
父母首先要有良好而坚定的心理状态。不要认为拒绝孩子会造成伤害，相

反，这恰恰是对他最好的教育。要想培养一个棒孩子，那么面对他最初的不合

理要求，父母一定要坚决地说“不”，不能有丝毫心软。

5.预先申明
孩子一般容易忘记预先的约定，所以一定要给他定个规矩，一旦孩子破坏

了规矩就要按规矩处理。比如和孩子约定：早上爸爸要上班，你必须按时起床，

按时吃早餐，才能准时送你去幼儿园。如果你起床晚了，就只好放弃早餐，因为

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一旦孩子赖床，就要把他的早餐收走，并告诉他：对不起，宝宝，我们有约在

先，不能随意破坏。

6.“战后”要善后
父母对孩子说“不”之后，要耐心向孩子解释拒绝的理由，让他明白“不行”

的道理。拒绝孩子而不给他被拒绝的理由，会让他觉得受了委屈，甚至产生焦

虑、恐惧、烦躁不安和悲愤绝望的心理。虽然这种解释孩子不

一定听得懂，但是至少能让他明白：父母拒绝他是有理由的。

（苏梦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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