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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天地

就事论事，别贴上“坏孩子”标签

孩子犯错了，父母有责任批评，但怎样的批
评才能既有作用又不伤害孩子? 教育心理专家
徐晓锋认为，家长在批评和尊重孩子间，一定要
了解孩子的承受能力，并选择适合的批评方式，
这样才能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别把“尊重孩子”与“管教孩子”对立

这中间怎么把握平衡呢？徐老师说，家长有
时会把“尊重孩子”和“管教孩子”简单对立起来，
为了保护孩子的尊严，就要放弃最基本的管教和
批评。“家长要了解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对批评的

接受方式，也就是说，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承受能
力，进行适当的批评。当孩子做错事时，家长要明
确地告诉他‘这件事你做得不对’，然后还要告诉
他正确的做法，不能因为担心伤害就不管教。”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应当让她知道，踢打妈
妈，妈妈会很痛，她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
攻击别人。这样就不存在不尊重或伤害孩
子。”徐老师说。

批评时一事归一事，忌贴“坏”标签

针对家长的担心，徐老师认为，家长伤害式的
批评，往往是由于忽略了自己该告诉孩子的重点
是什么造成的。

本案中，孩子踢了妈妈，程女士如果一时气极
说“你竟敢打妈妈，真是个坏孩子!”这就说错了。
因为她把孩子偶然的具体的事，扩大到“坏”和

“好”的原则上了，而孩子大多数的理解就是“好”
与“坏”之分，这样说必定会在四岁孩子心中留下
不良的影响。

在批评孩子时，家长只要明白这次的批评是为了
让孩子知道，做出这样的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打
上“坏孩子”的标签，就不会对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徐老师建议家长，批评时一定要针对具
体的事。比如，孩子回家后又忘记洗手了，你
就告诉他，每个人回家后都要洗手，包括爸爸、
妈妈，不洗手是不对的，不要说其他的事。

学习成绩并不是孩子的唯一

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教育 栏目主持 唐善普

有项调查：孩子回家后，英国妈妈问“今天
在校你开心吗？都做了什么？”中国家长则说：

“今天学了哪些东西？快做作业！”从中发现，英
国家长更注重孩子心理培育，而且孩子的“玩”
占很大部分。喜欢老师教做人等常识。而中国
家长对孩子学习、作业关心要多。其实，学习成
绩并不是孩子的唯一。还孩子天性给孩子自
由，是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记者 唐善普

背景：提高孩子综合素质被日益关注

日前，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 2012年工作

要点》：逐步扩大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范

围；完善“知识加技能”考核办法；指导高中新课

程省份探索高考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等。另据报

道，今年我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考试成绩从
100分改为150分。

2011 年，教育部要求各校要开齐音乐、体
育、美术课，中小学生要“文武双全”，为终身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据了解，郑州市已有一大批体育、艺术等特色鲜
明的学校，孩子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家长也很赞成。

现状：难以撼动的家长分数观

“辅导学生的同时也要给家长补课。”采访
中，一些辅导机构负责人感慨。家长将孩子带
到辅导机构是冲着提分的。既要提分又要提高
素质，辅导机构存在着两难。

“其实，素质教育和提高分数并不矛盾。”教
育心理专家路应杰说，孩子的行为习惯好了、心
理问题解决了、自信了，分数自然能上去。

走访中一些培训机构负责人表示，综合素质
的培养是漫长的，家长等不了这么长时间。毕竟，只
要有高考和中考，就无法撼动家长的分数观。

看法：要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时下，考分成了学生的沉重负担。每天
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周末到“培优班”，还
要参加“爱好”训练，没了自己的时间，也没
了思考和学习怎么做人的时间。在这种环
境和心情下成长的孩子心态如何？能成为
社会希望的人才吗？

而这样造就的高分低能“人才”，动手能力
差；不能利用专业知识独立解决具体问题；心理
素质差，不能适应复杂环境。

“强调应试，牺牲的必定是‘成人’教育。”前
来招聘的某连锁企业副总方先生认为，学校的

教育应是成人与成才的统一，应让每位学生都
成为最好的自己。

观点：课外辅导应从补缺转向素质教育

文化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主管胡老
师表示，在对报班学生的调查发现，很多学生不
是智力问题，而是学习习惯及综合素质不行导
致成绩不好。

“除了给孩子知识，还要给孩子素质。”有12年
办学经验的甘宇祥认为，培训机构如果只是知识教
育，顶多算是“补漏机构”。课外辅导应从给孩子查
漏补缺转向素质教育，成绩不代表孩子的未来。

据了解，目前一些辅导机构已结合高校自
主招生要求，开始培养学生的心理、品行、技能、
应变能力等。这些孩子的社会应变和口才及思
维，普遍较强，学习提高很快。

批评孩子会留下心理阴影
程女士：上幼儿园的时间到

了，四岁的女儿还拿着玩具熊玩
个不停，程女士说了几遍也不放
手，便生气地硬从女儿手中夺下玩
具。女儿哭闹着还踢了妈妈几
脚。程女士火了，生气地把孩子吵
了一顿。可看着女儿哭得可怜兮
兮，又开始后怕：自己这样批评孩
子，会不会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

家长担心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