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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教育不全是物质奖励
据调查，现在近八成的家长都错误地认为鼓

励教育就是物质奖励。“儿子，如果你考100分，爸
爸就给买遥控飞机”“女儿，假如你考上重点中
学，妈妈就给你买笔记本电脑”……

专家点评：“这样的物质奖励其实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鼓励教育，也不是值得提倡的家庭教
育模式。”

现实中，有许多孩子以为学习都是为了得
到父母的物质奖励，或是为了父母而学习的，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家长无原则的物质奖励所
致。其实，鼓励教育讲究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
尊重。鼓励教育并不提倡随便的物质奖励，这
样就会给孩子留下“有回报才会去学习”的不
好习惯。

因为，奖品固然能够强化孩子的某种良性行
为，但是又存在这样的可能：孩子只对奖品本身
感兴趣，而缺乏对被奖行为（学习本身）的兴趣。
许多家长动辄给孩子金钱、物质的许愿和奖励，
开始的确奏效，但慢慢地就不尽如人意，甚至有
时起到相反的作用，导致孩子对物质利益的过分
追求，发展到孩子把学习作为交换奖赏的筹码，
一旦缺少物质奖励，孩子就会不努力学习甚至放
弃学习。

在鼓励中培养孩子的能力
有一次，刘先生的女儿拿着 10块钱去买酸

奶，当售货员给过她酸奶后转身就走了，并不知
道还要找钱。这件事情对刘先生触动很大，作为
家长，不能什么事情都给孩子包办了。

专家点评：其实，买东西也是一种能力，一种
学问。从这以后，刘先生就鼓励孩子自己去商店
买东西，如今，孩子经常主动要求帮家里买东
西。结果呢，孩子不仅能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
更主要的是学到了课本以外的东西：对钱的作用

有了认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对商品的了解等。
另外，现在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生活化，考试

的很多题都与现实生活相关，做父母的多从这
些小事中去鼓励孩子，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未
来生活的一种能力。

家长要学会正确地激励孩子
社会上对孩子的考试成绩表现有三种类型

的家长：一种是只看孩子成绩单的，这种家长只
关心孩子成绩单上的分数，高了就表扬，低了就
批评甚至打骂；另一种是看完成绩单看试卷的，
这比第一类高明，因为这些家长已经关注孩子
的进步了，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家长已经不多
了；第三种是能帮助孩子分析失分原因，并能在
试卷上给出一个高于老师的分数。

专家点评：无疑，第三种类型的家长更懂得
怎样去巧妙地鼓励孩子。赵琦的爸爸的这种方
式不见得科学，但至少对自己的孩子来说特别
有效。

现在很多家长的鼓励教育都是失败的。正
确地引导孩子，给孩子以正确的鼓励，无疑能够
帮助孩子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更
稳，但像“儿子，如果你考100分，爸爸就给你买
遥控飞机”这类话，家长还是少说，最好不说。
我很赞成刘先生的那种鼓励模式，因为这种模
式不仅起到了鼓舞孩子的作用，而且对孩子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是一种尊重和肯定。

另外，从小培养孩子“我行，我能”的观念，
孩子的学习潜能就能得到很好地释放。相反，
如果孩子从小就有“我很笨，我做不到”的观念，
那么，孩子的学习潜能就会受到阻挡，甚至对学
习产生厌恶的情绪，因此，家长应该让孩子相信
自己的能力。激励是改变孩子自我观念局限的
最好方式。要多告诉你的孩子：“没问题！爸爸
妈妈相信你！”

可是，现在大多数家长恰恰相反——“你就
是不行，××家的孩子比你强得多！”这是家长们
经常说的话，负面的语言只能使孩子自我观念的
局限性不断恶化。当孩子做对了，比如，用过的
东西能放回原处等，家长要及时表扬使之固定下
来。适时适当地会让孩子的心里充满了阳光。

你能你行 做激励型家长

赵琦上初三，学习成
绩很好，他说，他以前的
学习并不好，都是因为爸
爸的鼓励。原来，有一次
他的成绩不理想，爸爸把
试卷要了过去，帮助仔细
分析了错误的原因，并打
了一个比老师给的高的
分，说：“儿子，这才是你
的真正成绩。”爸爸给的
这个分，实际上是给了我
无声的鼓励。

鼓励教育有没有模
式？适合哪些人用？记
者日前走访了郑州天材
教育的教育人士尤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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