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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爱的几个“不要”
@家长课堂：不要让父爱失去理性；不要

让孩子总围着你的“思想”转；不要总拿爸爸
的权威限制孩子；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判断
孩子；不要把自己的兴趣强加给孩子；不要为
孩子的错误“买单”；不要用分数衡量孩子；不
要一直强调孩子的弱点；不要和叛逆的孩子
硬碰硬，重在引导。

几个小方法增进亲子关系
@幻尘炎妍：1.随时给孩子来个拥抱。2.常

说“我爱你”。3.告诉孩子你很高兴是他的父母。
4.多用肢体语言示爱，如微笑、摸摸脑袋、鼓掌等。
5.每天与孩子共度一段时光，无论是游戏、共读
还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6.专注倾听，平等

交流。7.给孩子更多的选择权。8.不为爱预设
条件，鼓励孩子“做自己”。上面这些小方法都
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宝宝学社交家长注意这8点
@我的多彩地球：1.妈妈要成为孩子的第

一个“好朋友”。2.尊重孩子从小建立的友谊。
3.游戏是一种有用的准备。4.分享要靠后天学
习。5.我接受你的愤怒，但我不能允许你打人。
6.让孩子学会欣赏自己。7.合群的本质是尊重
别人。8.从兴趣入手，更容易找到玩伴。

成长不是越快越好
@关颖v（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越快越好。
让教育慢下来，孩子会走得更稳，家长也会看到
别样的风景。当然，“慢养”并不代表放任孩子，
而是遵循孩子的天性去引导，给孩子机会让他
们在学习中成长，找到最好的自己。“慢养”是父
母对自己的信任、对孩子的尊重。

你怎么对孩子 孩子怎么对你
@王人平：模仿是年幼孩子最主要的学习

方式，期待孩子怎么对我们，就先怎么对孩子。
当然，1岁的孩子自我意识还没有萌芽，还没建
立物权观念，分不清“你的”、“我的”，所以谈不
上“让”，“让”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方式，比如“给
你吃饼干，因为我喜欢你”。

育 儿 微 博

众所周知，优质的睡眠，对于宝宝而言十
分重要。不过，睡眠对于宝宝的重要性体现在
哪里？如何发现宝宝的睡眠问题和怎样促进
宝宝的健康睡眠？不少家长却缺乏足够的认
识和有效的干预手段。

20.87%的婴幼儿存在睡眠问题

“有数据显示，我国 0～5 岁儿童中，
20.87%存在睡眠问题，常见的表现为入睡困
难、夜醒、打鼾、睡眠不足等等。”全国儿童睡
眠医学协作组组长、北京儿童医院的刘玺诚
教授指出，睡眠问题会对宝宝产生多种不良
影响，导致宝宝出现生长发育相对迟缓，免
疫力、注意力、记忆力、组织能力、创造力和
运动技能等多系统功能受损，并出现行为和
情绪方面的问题。

另据专家透露，如果早期睡眠不好，宝宝
在婴幼儿期以后的儿童期产生睡眠问题的几
率比早期睡眠好的宝宝要多三到六倍。除此
之外，儿童期睡眠不足是儿童乃至成人肥胖以
及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等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
危险因素之一。

怎么判断宝宝是否需要睡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黄小娜博士指出，出
生至 1岁的宝宝，随着年龄的增加，宝宝的白
天清醒时间/玩耍时间及夜晚睡眠时间逐渐
变长，而白天小睡时间及夜晚夜醒时间则逐
渐变短。

0～4 周：白天清醒/玩耍的时间约 1 小
时，白天小睡时间为 2.5 到 1.5 小时/次，4 次，
最长可一次小睡 3～4 个小时。夜晚睡眠时

间通常为 2小时/段，总计 4段，最长可连续睡
眠 3.5个小时，夜晚夜醒时间通常 30分钟/次，
每晚3次。

4周～3个月：白天清醒/玩耍的时间约 2
到2.5小时，白天小睡时间为1.5小时/次，4次，
最长可一次小睡 2个小时。夜晚睡眠时间通
常为2到2.5小时/段，总计4段，最长可连续睡
眠3.5到4个小时，夜晚夜醒时间通常30分钟/
次，每晚3次。

3个月～6个月：白天清醒/玩耍的时间约
2.5到3小时，白天小睡时间为1.5小时/次，3～
4次，最长可一次小睡 2个小时。夜晚睡眠时
间通常为2.5～3.5小时/段，总计3～4段，最长
可连续睡眠3.5～5个小时，夜晚夜醒时间通常
20～30分钟/次，每晚2～3次。

6个月～12个月：白天清醒/玩耍的时间
约 3～4 小时，白天小睡时间为 1.5 小时/次，
2～3次，最长可一次小睡2个小时。夜晚睡眠
时间通常为3.5～4.5小时/段，总计3～4段，最
长可连续睡眠 5～8个小时，夜晚夜醒时间通
常小于20分钟/次，每晚1～2次。

专家提醒，当宝宝疲惫需要睡眠时，宝宝
会做出某些动作，暗示你他/她准备睡觉了。
刚刚宝宝可能还玩得很高兴，一会儿他/她可
能就表现出烦躁或嘀嘀咕咕，失去注意力或不
再配合您的活动，紧握拳头，揉眼睛或打哈
欠。如果这些疲惫的迹象及时得到家长们的
回应，会让宝宝的安全感提升，并在一段时间
内减少宝宝哭泣的次数。

（米春艳）

睡眠对于宝宝而言到底有多重要睡眠对于宝宝而言到底有多重要？？

儿子上小学后，为了鼓励他好好学习，我
像很多家长一样制定了奖励措施，比如考100
分，奖励一件小玩具或 10元钱；进步很大时，
也有奖励。别说，奖励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儿子为了得到奖励，学习的劲头十足。于是，
我又用奖励引导孩子做家务，比如洗碗一次1
元钱，倒垃圾一次1元钱等。儿子干得不亦乐
乎，用挣来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别提多高
兴了。

久而久之，我发现儿子比我更善于利用奖
励了。一次，儿子在超市里看中一款耐克跑
鞋，跟我商量说，要是期末考试进前5名，就买
给他。我一看价钱，吓我一跳，980元！这样
的价位，对于工薪阶层的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于是当场拒绝了。没想到，儿子小嘴一撇，生
气地说：“那我不学了，给你考个倒数第一！”当
时，我心里猛地一惊，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
式，渐渐意识到奖励不仅有积极的一面，更有
可怕的负面性。

偶然间，我看到一个外国小故事。有位老
人很是烦恼，因为一群孩子天天在家门口嬉闹
顽皮，吵得他头疼，每次赶走后，过不多久他们
又返回。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第一天，他
给每个孩子 1美元，并说自己喜欢热闹，这个
作为他们在这里玩耍嬉闹的报酬。孩子们开

心极了，于是闹得更欢了。第二天，老人给了
他们每人50美分，孩子们撅起了嘴，心想虽然
少点，但也还不错，就继续闹腾。第三天，老人
给了10美分，结果有一部分孩子不乐意，就离
开这里，不再给老人制造热闹。第四天，老人
一分没给，孩子们彻底恼了，于是转移阵地。
这下老人清静了。

玩，本是孩子的天性，却因为奖励的引入，
变成了一项被动的任务，当奖励消失，动力亦
消去。而学习何尝不是呢？学习本是儿子的
份内事，却在我的奖励机制下，给他灌输了一

种错觉：我学习好给奖励是应该的，要是不给，
或者得不到我想要的奖励，那我干吗还要好好
学习？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把学习当成了一件
给我干的事！

奖励就像一条绳子，拉着孩子往前走，也
许刚开始走得快一些，可是一旦绳子断裂或丢
掉绳子，那么孩子便立即没了前进的动力。所
以，奖励看似是种动力，实际上却是种隐患重
重的负能量。而最好的方法则是：以兴趣引导
孩子，让孩子自觉自愿地去学习和做事，这样
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张永华）

对孩子一味奖励或成负能量 来客人了，宝宝把零食和玩具一股脑藏起
来；独霸着爱看的动画片节目，不肯让大人看
新闻节目；借给小伙伴们的画书，过一会儿就
抢回来……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这样自私，年
轻的父母是否特别希望帮助他改掉这个坏毛
病，并且越快越好呢？早教专家提醒，3岁前的
孩子并不懂得“分享”，独占行为是一种正常现
象。家长可以通过游戏、言传身教让孩子学会
与人共享，但不可过早让孩子分享，否则孩
子可能形成“伪分享”意识，并不是真的愿
意与人分享。

孩子3岁前“独占”行为明显

很多家长都会有一个感受：两三岁的孩子
总是希望独自拥有一切，不愿意与人分享。无
论在家里还是公众场合，经常会发生的一幕是：
一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旁边的小孩，那个孩子
手上有个玩具或者零食，大人们苦口婆心地劝
那个拥有玩具或零食的孩子：借给小朋友玩一
会儿？分一半食物给小弟弟？“拥有”的孩子往
往是很不情愿地把东西分给另一个孩子，但眼
神中写满了“那是我的，我还是想要回来的”。

青少年教育科研员陈芸分析指出，3岁前
孩子的“独占”行为，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固有特
征，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分享，而是不懂分享，还
不具备分享的概念和能力。

陈芸认为，3岁前的儿童，思维发展要经历
“混沌一体——主客分离——自我中心”的历
程，这种发展历程必然导致儿童先独占后分享、
先利己后利他。

“初生的婴儿，分不清自我与客体，处于主
客体混沌一体的状态。随着‘客体永久性’的
建立，孩子能够把主客体分化开来，意识到‘我’
与他人的差别，但他们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我
的’，反对别人分享。2岁之后，儿童的认知发
展进入前运算时期，心理表象和直接感知到的
事物的形象会直接影响他的认知，此时的儿童，
还不会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等到了3岁
以后，孩子们才会逐渐有明显的主动分享的行
为。”陈芸说。

玩游戏过程中学会分享

担心孩子太自私，影响日后的交友、发展，
家长总会想方设法引导孩子与别人分享，似乎
这样做了才会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有帮助。
究竟哪些方法或途径可行呢？

借用教学模型和课程，提倡亲子游戏传输
“分享”概念。在游戏中孩子能快速、长久地养
成一种行为和思维习惯。

举一个早教中心常用的游戏：孩子在玩“农
场主”的游戏时，会体验各种农具如锄头、铲子、
桶、拖拉机等。当孩子种树时，手上只有锄头
而没有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交换的方法来
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需要用别人的桶来给
小树苗浇水，那么你就得将自己的锄头借给他
玩一下。”虽然游戏很简单，但孩子可以学会有
偿地分享。当分享玩具的次数足够多时，孩子
们自然也就懂得了主动分享，并理解社会交换
的规则。

与此同时，对于脾气暴躁、独占行为明显
的孩子，家长可以用诱劝的方式引导孩子学习
分享。刚开始，有些孩子肯定是不愿意分享的，
这时候家长可以尝试用商量的语气：“要不看
看妈妈做的决定是不是对的？”一般而言，低幼
龄儿童更容易听大人诱导性的话。

避免“伪分享”教育

要求3岁前的儿童做出分享行为是不符合
他们的认知发展特点的，刻意对3岁前儿童进
行分享教育可能很容易让孩子们形成“伪分享”
意识。

心理咨询师认为，真正的分享必须同时满
足这三个条件：孩子主动自愿、与他人共享资
源、通过分享行为最终能感到快乐和满足。任
何与这三个条件相悖的分享行为，都是“伪分
享”。而家长过早强求孩子们做到“分享”，结
果可能导致孩子把分享看作是一种对自我权
利的侵犯，反而更加排斥。

除了避免“伪分享”教育，心理咨询师建议
家长，针对3岁前的孩子，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
助孩子形成“物权”的安全感。也就是在分享
前，让他们明白：这个物品是“我的”，即使被别
人用过，它还是“我的”。其次，分享前要征求
孩子本人的同意，避免强求或自己做主将物品
与他人分享。 （易娜）

别急着让3岁前

的孩子学习“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