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在耳濡目染中熏陶出来的，父母平时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人必有家，家必有
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少家书家训，从《戒子书》里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到《傅雷家书》中“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其所能，无愧于心。”这些都是我们家长“言传”和“身
教”的典范。

孩子是爱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国家不打小孩日”的宣传只是提醒，我们不能依赖每年的这个节
日，也不应让“今天不打，明天再打”的调侃变为现实。希望家长在心中装上警铃，时刻提醒自己，转变
观念，拒绝体罚，对待孩子有更多的尊重和宽容，让孩子们活在充满爱的童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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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也叫“拒绝体罚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倡导正
面管教方法，对待孩子多些引导与尊重，多点耐心与宽容，拒绝粗暴的体罚。

在教育孩子上，自古就有棍棒底下出孝子之说。现在也有家长坚持“棍棒教育”，特
别是在80后和90后的童年里，多多少少都挨过几顿打的，只是打屁股还是打手板的区
别。如今，家长群里越来越内卷，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条路上，面对孩子出现忍无可
忍的情况，家长能否忍住打孩子的冲动，该怎样正确教育孩子呢？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孩子教育和家庭教育方式的话题，“棍棒教育”是否
还适应当下，是否真的有用，是否真的应该呢？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周巧红 叶琳）4月 18
日，丽水市少工委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暨“学习二
十大 争做好队员”主题观摩学习活动在丽水举行，来自
全市的少先队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会上，通报了 2022年度丽水市少先队工作情况并
表彰 2022年度全国少先队三优秀名单、浙江省少先队
成绩突出个人和集体名单。公布了第三轮少先队先进
名师工作室和第四轮少先队名师子工作室授牌。还授
牌了第一批红领巾奖章校外实践基地，并授予基地辅导
员校外特色章考评员证，助推丽水市少先队工作社会
化，推进校外红领巾争章体系的完整建设。

共青团莲都区委、景宁县教育局、丽水市青少年宫、
遂昌县东峰村、青田县城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少年宫路
校区少先队大队 5家单位分别在会上作了少先队工作
交流发言。

鼓号声声响，队旗迎风扬。当天下午，与会人员走
进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在红领巾讲解
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学校少先队阵地红领巾小舞
台、望月厅、科技馆、红领巾服务站、红领巾图书馆、红
领巾广播站、少先队队室等，并观看了学校红领巾社团
展示。

“巧辨本草”、游历“百草园”、寻草药识价值；“药典
秘辛”、读《本草纲目》、增药理知识；“光影记忆”、辨植
物制蓝晒标本、争“本草药师章”特色章。随后，全体委
员赴华东药用植物园以少先队员的身份体验红领巾争
章活动。

校外争章活动的开展，将引导更多队员从课堂学习
走向校外实践，提高少先队员对丽水红绿融合发展的感
性认知，让队员们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间砥砺品格、增长
本领。

据了解，为了全力擦亮红领巾的底色，2022 年，市
少工委广泛开展以喜迎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主线的党团队衔接教育活动，全年共开展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 4000余场、覆盖少先队员 16.7万余人，4892个
中队开展了党的二十大主题队会学习。少先队自身建
设不断加强，全市荣获全国优秀辅导员 1名、全国优秀
少先队员 2名、全国优秀大中队各 1个、省优秀辅导员 8
名、省级优秀大中队 8个，遂昌少先队工作社会化经验
还在《共青团杂志》上发表。

我市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水平不断提升，在博物馆、
规划馆、图书馆等地建立校外实践基地 124个，建立村
（社区）少工委 69个、青少年宫少工委 10个。建成 188
所中小学校“红领巾学院”分院，举办线上线下“红领巾
公益课堂”286场，覆盖人次 4.48万人次，“红领巾走丽
水”活动覆盖 2万余人次。

辅导员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显著提高，举办“青马
工程”培训班 3期，培训辅导员 210人，开展“红领巾宣
讲团”宣讲活动 75场。拓宽校外辅导员队伍来源，组建
校外辅导员资源库 3522人。辅导员在浙江省争章技能
展示活动中喜获三金一银，团体总分第一。

丽水市少工委举行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

号召全市少先队员
“学习二十大 争做好队员”

4月30日 国际不打小孩日
老师和家庭教育专家说：

孩子是爱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对于“国际不打小孩日”，我们在家长群
里发起了调查，共有 136位家长参与调查，其
中有 109 位家长并不知道有这个节日，占了
80%，只有 27位家长听说过，但节日设立的缘
由和意义并不太了解。

调查中，有 93位家长表示自己曾打过小
孩，占 67.3%，43位家长表示没有打过小孩，占
32.7%。在打小孩的家长中，有 36.3%的家长
主要打小孩的屁股，21.7%的家长打腿，17.8%
的家长打手掌，24.2%的家长打其他部位，并没
有家长打孩子的头。至于为什么打孩子，六成
家长表示因为孩子犯错误，两成是由于孩子不
专心学习，一成是因为孩子贪玩，也有一些其
他原因。

在“你认为打孩子后，对孩子今后的成长
有帮助吗？”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有 28%的家
长认为“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他就会长记
性了”，16%的家长表示“一般般，打后的效果
短暂性是可以的”，也有 66%家长认为“没有
帮助，打后我自己会更懊恼”。

家长陈先生是一个 80后二孩爸爸，家有
一个读初二的女儿和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
据他介绍，自己小时候也挨过父母不少打，有
时候是因为调皮捣蛋，有时候是因为学习不
认真。“虽然这些儿时的挨打经历现在已成为
谈资，对自己也没什么心理伤害，但真的没有
什么特别的改观。”陈先生说，现在的孩子脾
气都很大，稍微说几句就会有一大堆理由来
对峙，很难让孩子心服口服地听从家长的话
语。

陈先生介绍，自己在和孩子对峙的过程
中，因为孩子不听从，自己的情绪就很难控
制，难免会出现打孩子的情况。“我也不是很
狠心的、很用劲地打他，真的是火一下子上来
控制不了才会伸手打他，等自己冷静下来有
时又会后悔。”陈先生说，当时就是想吓唬一
下，是不情愿的，他自己也知道当时的情况很
难让孩子改变做好，特别是在学习上，逼着孩
子学是学不好也学不进去的，只能勉强地应
付而已。

的确，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在不少家庭
里会发生，好在家长打的行为只是少数的、短
暂的。如果有些家长控制不住自己，长期的
以“棍棒教育”自称，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心
理健康。

据《儿童发展》上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包
括打屁股、打手心、罚站、罚跪、鞭打、蹲马步、操
场蛙跳等在内的体罚对儿童大脑发育的影响可
能与更为严重的暴力产生的影响相似。也有研
究表明，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人比一般人患上焦
虑症的概率高出 2.4倍，患抑郁症的概率高出
3.6倍，甚至健康问题也会更多。

■记者调查

67.3%家长曾“打”过孩子
六成家长认为打孩子对成长没帮助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涂丽云）“足球是力量
的角逐，是智慧的较量，是美丽的展示，是理想的飞
扬。”4月 17日，遂昌县妙高小学希望之光第四届“行知
杯”足球嘉年华暨春季运动会隆重开幕。运动会上，各
个班级的方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还齐
声唱起本届嘉年华主题曲《行知少年》。

开幕式结束后，首先进行的是家长代表队和学生代
表队的热身赛，紧接着足球小将们便展开了拼搏。抢
球、过人、冲刺、射门……在超燃的角逐中，尽显运动员
们饱满的激情、昂扬的斗志和团结向上的精神面貌。啦
啦队员们也不甘示弱，手拿自己设计的“助威牌”为各自
班级加油助威。

据了解，足球嘉年华是妙高小学集中展现全体师
生、家长的多项创新，是多学科融合的全民运动，更是学
校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最好实践。

近年来，遂昌县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将其作
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项基础
性工程来抓，足球运动在各校园得到了全面普及，先后
创成国家级、省级足球特色学校 6所，让更多青少年学
生热爱上了足球、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千余名学生沉浸其中
这场活动“足”够精彩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
要打骂吗？相信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理解。记者也采访了丽水
市家庭教育学会讲师团讲师、
丽水市文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主任谢淑俊，她说：“正确
的教育方法是不需要打骂的，
打骂只会让孩子增加对家长的
厌恶感，更加消极地面对学习、
交友、习惯等各个方面。”

那么，家长该如何正确的
引导、纠正、培养孩子呢？谢老
师表示，每个年龄段的孩子接
受教育的方式是不同的。学龄
前的孩子还不能接受家长讲道
理的方式，只会按照自己的感
受去处理，家长应该站在孩子
的角度去感受、尊重、满足孩子
的需求，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
惯。

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谢老
师认为很多家长往往因为学习
问题与孩子产生矛盾冲突，家长
只是一味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
绩，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感受。

“这样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家长
应该反思是否在孩子的成长过
程中，为他种下了除了学习以外
的梦想种子，而不是只顾孩子的

学习。”谢老师说，如果孩子一旦
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听从家长
的话就会摆烂、躺平，甚至影响
孩子的心理健康。

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有自己
的情绪，叛逆的心理直接导致与
家长发生正面对峙。谢老师介
绍，青春期的孩子常常因为手机
问题与家长产生矛盾，这就需要
家长做好情绪管理，积极引导，
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孩子出现
过激的行为。

“面对孩子出现的不好举
动，家长的确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烦躁、生气、抑郁、内疚等不
良情绪，这就需要家长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那么该如何管理
呢？家长可以通过改变认知、
呼吸调节、正确认识压力、开拓
眼界、提升格局、音乐调节等小
妙招来调整，不要在情绪里表
达，而是学会表达情绪。”谢老
师说，情绪好的家长会在潜移
默化中给孩子最温暖的爱，同
时，家长的好情绪能与孩子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从而让孩
子建立高自尊。自尊水平越
高，孩子就会越自律。

也有家长认为，面对孩子

犯错，走上弯路，该怎么及时纠
正和帮助呢？谢老师认为，有
效的沟通、正确地处理情绪和
言传身教很重要。

“有效的沟通是情理结合
的，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出发点
和需求，才能提点和分析孩子
的问题，并告诉他们这样做为
什么不对，会造成什么后果，
有什么影响等，在平等和尊重
中交流，对孩子今后的为人处
世也是很有帮助的。”谢老师
说，正确的情绪处理可以参照
上述说的情绪管理小妙招执
行。

此外，父母的言传身教，是
孩子成长最好的老师和榜样。
谢老师说，在家庭中的亲子模
式会直接影响孩子在学校中的
交流方式，父母平时的聊天方
式，做事的方式和态度，都会被
孩子收入眼底，从而影响孩子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对待事情
的方式方法，只有健康、积极向
上的亲子关系，才能培养出一
个性格阳光、活泼开朗的孩子，
在面对学业和竞争压力的时
候，能够从容面对。

■家庭教育专家

家长需注重情绪管理
言传身教和有效沟通才是王道

本报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吴系阳 苏佳

除了家长会打孩子，面对
熊孩子，我们也不难看到不时
有老师体罚学生的新闻见诸报
端。那么老师们面对熊孩子，
如何以“教”代“打”，以“奖励”
代替“惩罚”？丽水两位班主任
的做法还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在 遂 昌 县 实 验 小 学 502
班，班主任黄小萍进行了班级
积分制的探索实践，她以“优化
大师”为例设置了学习评价积
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专属
账户，并邀请家长加入评价系
统，

英语上课认真+2分，数学
口算进步+2 分；帮助同学+5
分，家庭作业不认真-2分……
各科教师通过评价语和积分在
孩子的账号中留下印记，实现
沟通随时随地。让家长也能知
道孩子在校表现，以便在家协
助学校做辅助教育，达到家校
共育共赢。

“我们的这个积分评价制
度的操作性还是很强的，孩子
们就像往自己的‘勤奋银行’里
存款，积分越多作用就越多。”
黄老师说，班级积分每周兑换

一次，每周一按上周总积分从
高到低排午餐就餐队伍，周一
成了同学们学习备受鼓舞的一
天，每周都是新的开始。每个
月积分最高的前十名被评为

“班级十大杰出少年”。
此外，黄老师还不定期的

按总积分进行零食拍卖或者
是兑换小礼品，兑换之后积分
依然在账上。“我们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经常性地提醒孩子
记住自己奋斗的脚印，品尝努
力的味道是甜的。”黄老师说，
引导学生努力向上，奖励更能
激发孩子的积极性。为了让
兑现充满仪式感，他们班每月
给“班级十大杰出少年”奖励
一份奖品、一张奖状，并在班
级群里表扬。

同样，在上海世外教育附
属莲都区长岗背小学 201 班，
他们的奖励方式是“孵蛋”！
201中队为白鹭中队，开学初，
班主任张璐琳在教室一角开辟
出一块“白鹭之家”——在一个
大大的篮筐中躺着 39 颗白鹭
蛋。每个小朋友根据自己学号
认养一颗白鹭蛋，当自己成绩

达到一定要求时，例如坚持写
日记、被老师表扬等都可以得
到一朵红花为白鹭蛋赋能，积
攒的能量越来越多，就可以给
自己的白鹭蛋升级，从白鹭蛋
到破壳蛋，从破壳蛋到小雏鸟，
从小雏鸟到小白鹭……甚至还
可以多领养一颗白鹭蛋。

“ 我 之 前 好 想 好 想 破 壳
呀！可是还差好几朵赋能花，
后来我每次练习都很认真，最
终我不但给我的蛋破了壳，还
拥 有 了 一 只 可 爱 的 小 雏 鸟
呢！”鈄章程同学说，在 201班，
同学们因营养“宠物”而开心，
更因自己的“小白鹭”而努力
进步。

张璐琳老师说：“我们中队
以‘白鹭’为名，所以想让孩子
们学习白鹭展翅追梦的精神，
增加一些对白鹭的新鲜感和体
验感。刚好白鹭一步步的生理
成长和小朋友一点一滴的精神
成长非常相似，所以采用了这
种‘孵蛋’的方式激励孩子们努
力向上，同时也增加了孩子们
对班集体的归属感。”

■科学引导熊孩子

以“教”代“打”，以“奖励”代替“惩罚”
老师们的奖惩方式很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