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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白勺·杂谈

让孩子多掌握点“生活常识”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 � � �本报报道， 孙老师在杭州一所热门公办
小学教科学， 她发现全班 95%的学生不知白
蜡烛为何物。 其他老师认为，这是孩子缺乏生
活常识的表现。

不认识白蜡烛算不算缺乏生活常识很难
说。 因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生活常识的外
延是不同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许多孩
子确实缺乏生活常识， 这多少会对孩子的成
长产生负面影响。

知识就是力量，掌握得多一点，生活起来
就有力量，就有利于成长。 尽管人非神仙，不
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但生活常识还是应
该让孩子尽可能多花心思熟悉了解。 如今的
孩子大都把精力耗在网络世界、课本世界中，
尽管在这些世界中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但
孩子沉浸其中主要还是为了应试和消遣。 于
是，游戏玩得越来越好，读书成绩也比父母更
优秀，但生活常识却越来越缺乏。 报道说，在
讲解大气压强时，老师举例，吃螺蛳都要将尾
部剪掉才更容易把肉吸出来。 有些同学就非

常不解，组团来问：“老师，吃螺蛳不是用牙签
的吗？ 为什么要吸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
其中一方面原因就是对这种生活现象没花心
思。 记得压强现象我很小的时候就关注了，一
琢磨也就明白了。 如今的孩子都聪明，如果也
能花点心思多关注，何至于出现如此“组团搞
笑”之事？

家长则需要学会在生活方面给孩子放手。
放手让孩子多接触生活， 自然而然就可以从
实践中出真知。 如果老是什么活都自己代劳，
就等于把孩子与生活隔离开来， 让孩子失去
学习知识了解知识的机会。 报道说，一位老师
举了一个例子，吃水煮蛋时，如果鸡蛋刚从滚
烫的水里拿出来，壳是很难剥的。 让学生解释
这个现象，80%的学生都说不知道， 家里平时
都是长辈剥好吃现成的。 家长帮着剥鸡蛋，其
实就等于剥夺了孩子探索知识的机会。 现在
许多孩子连被子都不会叠， 也与父母代劳有
关。 孩子没机会实践， 你突然让他露一手看
看，他一定是一团乱麻，不知从何下手。

不要总让孩子听批评的声音
青田 金茂青

� � � �外孙女 16 岁，读高二，住校，每周六下午
回家，星期日下午返校。 她和我感情特深。

外孙女性格比较倔强， 在饭桌上常和女
儿及她外婆发生争吵、 顶嘴， 只要老伴一开
口，她就反感，就会噘起嘴说外婆唠叨。 这时
女婿会打她一下，她除了流眼泪以外，还会丢
下筷子离开。 可她无论怎么生气，走时总会说
一声：“外公，我下去了！ ”女儿看在眼里：“爸，
孩子对您特别亲，您平时说说她吧。 ”我也觉
得这孩子虽然性格倔强，但对我比较听话，说
她也会高兴接受。 当然，这和我的职业———教
师有关。 《教育学》《心理学》是每个教师必读
的书籍。

都说孩子原来是一张白纸， 你在这张白
纸上可以画最美的画， 也可以把墨一泼成了
乱涂鸦，这个画画者除了教师就是家长。 外孙
女是独生女，小时比较宠 ，养成倔强性格 ，如
今读高二了，有她自己的分析能力，作为教师
或家长， 不应稍有不对就一味指责， 这里不
对， 那里应该怎么做……孩子只听到批评的
声音，怎么不烦呢？ 吃饭时，外孙女只吃喜欢
吃的菜肴，老伴就说她挑食 ，女儿说她浪费 ，
当然，这些指出是对的 ，但也得看场合 ，看时
间，再加上说话的语气等等。 因此，得改变教
育方式，要循循诱导 ，不要在兴高采烈时 “泼
冷水”，伤孩子的自尊心。

相信孩子的自信，相信孩子的能力，我就
感到我的外孙女很自信，上进心很强。 在学校
里，她竞选上学生会秘书长，见到我第一时间

就笑哈哈地向我报告，看她那高兴的样子，流
露出内心是多么有成就感 。 我马上笑着说 ：
“好啊！ 恭喜你！ 希望你在这个秘书长的位置
上带动全校同学多参加活动。 做老师的得力
助手，外公为你高兴！ ”她听了非常高兴而虚
心地接受了。

对孩子要以正面教育
为主，肯定好的一面 ，再以
适当的方式指出怎么做会
更好，不能让孩子专门听到
批评的声音 。 同时也要给
予自由空间， 这样更有
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教育孩子
家长要有威信

遂昌 唐诗奕

� � � �前几天笔者和朋友一起吃饭，邻座坐着
一家人 ， 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和爸爸 、妈
妈、奶奶。 孩子边玩手机边吃饭，其他人已
经吃完了，他碗里还有一大半。 孩子的母亲
没办法， 只好端起碗一勺一勺喂孩子吃，但
是，孩子的心思全在手机游戏上，母亲把饭
送到嘴边也不愿意张口。

笔者看不下去了，于是便对孩子的母亲
说：“如果是我的孩子这样不想吃饭， 那我
会尊重他的选择，不想吃就别吃，但我也不
会让他等会儿吃其他东西， 等他饿了自然
就会明白要好好吃饭了。 ” 孩子母亲说，这
一招在他们家行不通， 自己以前也曾这样
做过， 但最后都被宠爱孩子的爷爷奶奶给
打破了。 坐在一旁的孩子奶奶一脸尴尬，也
许是被说得不好意思了，连忙解释说，她只
是不愿意看到孙子挨饿， 而且现在孩子还
小，调皮一些也是难免的，等到年纪大了懂
事了， 肯定也就不会这样了。 笔者相信，这
样的情况在我们的身边不是少数。 许多家
长宠溺孩子，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其
实对于教育孩子，作为家长一定要有威信。

随着现在人们素质的提高，教育孩子已
经很少推崇打骂的方式， 但有不少人感慨，
为什么教育方式变温柔了， 孩子反而更加
不听话了呢？ 道理说了无数遍，好言好语地
劝，孩子不但不听，而且还会反过来斥责家
长。 其实，孩子的这种“目中无人”极有可能
就是被惯出来的。

“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
家长们总是竭尽全力想给孩子最好的一
切，对孩子犯下的一些错总是会一再容忍，
担心惩罚太严厉了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 。
在孩子没有真正吃到因为犯错而酿下的苦
果时， 他并不会认为自己做的一切有什么
不对，于是同样的错误以后还是会出现。 除
此之外， 家长过于宠溺会让孩子觉得所谓
的惩罚只是开玩笑的娱乐方式。 于是不少
家长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自己明明已经很
生气了，孩子却一点儿都没当回事。 教育不
能用“打是亲，骂是爱”的暴力方式，但家长
一定要在孩子面前树立起威信， 让孩子从
小明白尊重长辈的道理。

核心观点

知识掌握得多一点，生活起来就有力量，就有利于成长。 家长需要在生活
方面给孩子放手，放手让孩子多接触生活，自然就可以从实践中出真知。

核心观点

许多家长宠溺孩子，往往造成适得其
反的结果。 教育不能用打骂的方式，但家
长一定要在孩子面前树立起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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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对孩子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肯定好的一面，再以适当的方式指出怎么做
会更好，不能让孩子专门听到批评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