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中，家长反映最多的，就是孩子
做客时随意拿主人家的东西，以及时常
眼红小伙伴的玩具。如何对不同的情况
区分对待，并处理好可能出现的亲子冲
突，确实让很多家长左右为难。

某顶级婴幼儿早教机构家庭教
育专家罗老师说，孩子外出哭

闹买东西，或者眼馋他人的
物品，原因不外乎：严厉
的家教使合理的需要得
不到满足、家长溺爱让
孩子产生“哭闹就有”的
心理、占有欲太强。一
般来说，家长要么采用
当众训斥，要么采用满

足孩子当下需求，来达到“息事宁人”的效
果。

这种情况下，除了不该向孩子妥协，不
妨让孩子学会等待。比如，采用“条件交
换”：忙完手头的事情就买给你、完成家务
就买给你、乖乖表现一个星期就买给你
……诸如此类，让孩子在等待中养成耐性，
明白不是靠“闹”就能得到东西。当然，前
提是父母要言而有信。

如果从培养财商方面来看待问题，不
妨让孩子管理自己的零用钱。对于喜爱的
物品，孩子可以通过可自由支配的零用钱
来购买。当钱花光时，家长要坚定立场，不
帮孩子买下东西。久而久之，孩子自然会
对金钱支配有一定的概念。

让孩子学会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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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 32岁，两次破格让他当上博
士生导师，面对比他大十岁的学生报考
时，他却有些犯愁不敢带。

他很幽默、与学生零距离，被学生称
为谷哥，因为与“谷歌”同音还被学生送
了一个英文名“google”。

他叫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博士生导师。

年龄轻、资历相对较浅，没有影响谷
哥的工作，相反因为与同学们好沟通，而
被学生及家长所喜欢。成为博士生导师，
对于只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学生而言，谷哥
亦师亦友。“我们同样属于80后，沟通起
来没有代沟，平时经常跟学生一起出去打
羽毛球、爬山等，我也会在QQ、微信上
跟大家聊天，无话不谈，生活中我们就是
朋友。”但是，生活归生活，对待学习谷
哥可是一丝不苟，“学习上对他们要求很
严，都很怕我呢。”谷哥笑道。

80后教授被学生
称为“谷哥”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资料图）

我不喜欢把秋说成：一台风景打印机、
一个大宝箱、一把大刷子。这样写太冰冷
了，因为不能形容出那么美丽的秋天。我喜
欢把秋说成是一个害羞而爱捉迷藏的诗
人，他藏在太阳刚落山的小山村里，我从那
家家户户冒出的缕缕炊烟中找到了。

他藏到了森林里，悄悄地，我从枯黄的
草丛中、翩翩起舞的树叶里找到了他。他写
了一首有关森林美景的诗。我找到了他，他
藏在那笑得涨红了脸的苹果里和金灿灿的
雪梨里。他写了一首丰收的诗。

这个诗人还会写一些让人伤心的诗。
他给快要远去的大雁写了一首送别诗；给
那即将化作春泥的小草写了一首告别诗；
给一望无际的天空写了一首想念夏天的
诗。

秋天不光写了让人温暖的诗，还写了
让人难过的诗。他真是一个万能的诗人呀！

■ 佳作赏析

会写诗的秋天

● 李承锟

西北工业大学附小三年级3班

■■ 看学界看学界

熊孩子乱要东西

家长说“不”也要有技巧

2015年QS世界大学排名日前发布，谁
力压群雄卫冕、谁首度跌出前三成为热点。
进入前100名的中国高校也引发了社会关
注。大学排名就像是一根标杆，代表着高校
的地位，吸引着学生和家长乃至全社会的
眼球。不过，排名从何而来？不同大学排名
的公信力如何呢？

排名靠谱不容易
为促使大学排名发挥应有的作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
心和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于2004年
发起成立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并在第
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
排名的质量原则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机
构排名的柏林原则”，对排名目的、指标设
计与权重分配、数据收集与处理、排名结果
公布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虽然“柏林原则”为高校排名提供了方
法和流程方面的标准范式，但在实际应用
中，不同高校排名仍有自己的侧重点。在参

考指标和权重方面存在差异。

ARWU排名：偏重理工科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排名）

基于学术表现的客观指标和第三方数据公
布学术排名前500强。

关于该排名的争议，自它发布之日起
就一直存在。因其对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
情有独钟，以及对《自然》和《科学》两大科
学期刊的重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一直被
指过度偏重理工领域。另一方面，欧美学界
批评这一排名忽略了有关院校的整体风气
及学生素质等其他重要的指标。此外，因为
所采纳的知名期刊与论文发表平台均来自
美国，也导致此排行榜中美国的大学表现
明显优于其他国家。

QS排名：重在同行评价
英国公司QS与《美国新闻与世界》合

作的大学排名基于来自全球的超过 6万份
调查问卷，旨在给学生一个选择学校时的

国际化比较。尽管排名的计算方法与 AR⁃
WU有着明显的不同，但QS排名也因其在
同行评价上放了较高比重，导致评价主观
因素太多而备受质疑。

THE排名：公信力为王
《泰晤士高等教育》和QS散伙以后，重

新调整了其排名所依据的准则，并以“具公
信力、透明度及精确性”为目标，开始了与
路透社的合作之路。路透社此后成为每年
THE排名的唯一数据提供者。

THE排名因其“学术公信力”获得了不
少正面的评价。其计算方法不仅考虑了综
合性大学，还顾及了一些以理工科为主并
拥有较少本科生的高校；另外，THE排名注
重了各个分指标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因
论文引用率在 THE 排名中占有相当的比
重，那些并非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
学有着天然的劣势。同时，人文及社会科学
的学术论文主要以书刊形式发表，故有关
的引用率难以统计。

大学排行榜想要靠谱不容易

最近，天涯社区一楼主不满老
爸将朋友送的布偶送给表侄女，于
是发了个帖子吐槽，没想到引起广
泛共鸣，众人纷纷想起熊孩子到家
里做客，随意拿走自己心爱物品的
“心痛”经历。无独有偶，也有网
友吐槽国庆和朋友外出吃火锅，隔
壁桌的孩子强行拿走自己桌上一盘
肉的经历，“讨伐熊孩子”一下子
成为网络热词。

如何向乱要东西的孩子说
“不”，其实许多父母相当为难，最
让父母尴尬的是，孩子得不到要求
后当众哭闹。最后的结局，往往是
家长赶紧买下东西让孩子不再哭
闹，或者严厉教训孩子加剧冲突。
专家指出，不向孩子妥协并借机沟
通教育，才是正确之道。

每次带孩子出街，是陈彤最犯愁的
事。上幼儿园的儿子外出对什么都充满好
奇，“一会闹着要买玩具枪，一会站在橱
窗口看着乐高玩具拉也拉不走。”儿子闹
得厉害的时候，陈彤会买下他看中的一样
玩具，劝说儿子放弃其他东西。有时，遇
到新奇的玩具，儿子总要求统统买下，遭
到拒绝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闹。“闹的
时候会给你难看，路人也跟着目光注
视。”陈彤说，买吧，觉得自己在惯孩
子，不买吧，又觉得委屈了孩子。

【支招】
一般来说，当父母面对要求买玩具而

哭闹的孩子，刚开始还能立场坚定。可是
当孩子闹得厉害时，多数父母选择赶紧买
下东西“息事宁人”。其实，孩子哭闹只
是试探父母的态度，一旦得逞，孩子就会
形成“只要哭闹就能得到东西”的心理，
这会给成长买下隐患。正确的做法是立场
强硬+循循善诱，如果这件东西确实没必
要买，那就坚持立场，无视孩子的哭闹，
等孩子平静下来再讲道理。

孩子外出要求买玩具遭
拒后哭闹让大人尴尬 到亲戚家做客，对一切都好奇，见到什

么都想拿，主人家碍于面子，往往也会顺从
孩子。这是经常在网络上被网友“口诛笔
伐”的行为，白领徐小姐却感到无奈。“女儿
去小表姐、小表哥家里玩，看到玩具枪、电
子琴、芭比娃娃、绘本都想要。”由于老人过
于溺爱，女儿到了 4岁时甚至到了亲戚家
就直接动手找玩具，看到喜欢的就当着大
人的面可怜兮兮地索要，有一次甚至偷偷
把橡皮藏在身上带回家。

【支招】
出现这类情况，家长一定要严厉教育。

此外，家长也要反省自身，是不是对孩子管
教过于严厉，经常不满足孩子的要求？3岁
以内的孩子可以尝试用注意力转移法，让
孩子不再关注眼前喜爱的物品，4 岁以上
的孩子完全可以进行讲道理，谈条件，家长
不能蛮横地在外人面前直接训斥孩子。

亲戚家做客随意拿东西
“明明家里已经有十几个战斗陀螺

了，看到小朋友的还是想要。”儿子 4岁
大时，刘先生发现，儿子时常眼红小伙伴
的玩具和零食，就算家里已经拥有和小
伙伴一模一样的玩具，儿子依然会认为
小伙伴的东西更好。“经常弄得我们很难
堪，骂他没出息。”道理也讲过了，教训也
试过了，儿子还是老模样，刘先生也表示
束手无策。

【支招】
这主要是孩子的好奇心特别强烈、

缺少是非辨别能力、父母管教不严导致。
这种对物品的占有欲如不进行正确的引
导，甚至会让孩子养成或蛮横或自卑的
性格。孩子对同样的物品依然有占有欲，
家长不妨通过“比较法”让孩子知道这是
一样的东西。平时也可以多鼓励孩子与
小伙伴交换食物或玩具，学会分享。

眼红小伙伴的玩具

■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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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女士家住武昌积玉桥，从事销售行
业，宝贝女儿涵涵今年4岁，上幼儿园中
班。

一天晚上，魏女士在给女儿洗澡的时
候，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生老病死”上。
魏女士用了几个例子给闺女认真讲解——
上次去大姑家看到的小宝宝就是“生”；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太奶奶，年纪大
了，这就是“老”；不舒服去医院看病，
就是“病”；最后，永远都看不到爸爸妈
妈的时候，我们就是“死”了。听到这
里，涵涵转过身抱着妈妈哭了起来，说，

“我不要看不到妈妈，我不要妈妈死！”魏
女士马上拍着女儿的背安抚她，并换了一
个话题，“现在讲这个是不是太早了？我
只是想让她知道这是必然的自然规律。”

汉口青年路刘先生的儿子今年 5岁，
他偶尔会说，不想长大，长大就会变老，
老了就会死。刘先生告诉他，自然规律就
是这样。我们不偏食、勤锻炼，身体棒棒
的就可以健康地活到很老。这样教育几次
之后，孩子在吃饭时能起点效果。

某幼儿园的陈老师介绍，幼儿园会对
孩子进行“生老病”的介绍，“死”这个
话题很少讲。如果用孩子能接受和理解的
方式来讲解，让他们对这个自然规律有所
理解，她觉得是可以的。

妈妈讲生老病死
吓哭四岁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