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过 《士兵突
击》的朋友们可能会对一个

经典场景印象深刻：在电视剧开头，
许三多被爸爸拿着棍子追打，让观众很有共
鸣。老话讲：“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反映了那

个年代中国的家庭教育模式，孩子调皮就
打，打到听话为止。现在，80、90后
做了父母，“棍棒教育”虽然不再被
认同，但是相似的情况还是屡
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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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夏天景色的句子段落（三）
1、走过了春的旎旖，迎来了

夏的蓬勃，是这般缤纷绚丽，灿烂
热烈。夏天很美丽，承接着春的生
机，蕴含着秋的成熟，展现了抖
擞，激荡着夏的精神。

2、仲夏的夜，散发着一种淡
淡的柔情，似老人脸上慈祥的微笑，
似壮汉脸上的汗珠，似侗族姑娘摇
曳的群摆。在夏日的夜里，天边依
然挂着一抹淡淡的红晕，那抹红晕，
成了夏夜里最美的柔情，好似新娘
脸上的彩装，而那群山，如长长的喜
帕，悄悄遮掩着新娘脸上的笑意。

3、夏日的绿，在天地间挥毫
泼墨，在蓝天白云下，描绘着一幅
幅多彩多姿的画卷。映入眼里的或
墨绿，或清绿，完全脱离了鹅黄的
底子，它是这般葱茏和葳蕤，不再
浅薄，不再稚嫩，把生命的层次极
尽展现。它充满激情地吸纳着强烈
的阳光，悠悠地呼吐出纯纯的气
息，让你在绿的庇护中，神清气
爽，尽享清凉。

4、夏天的夜色，总是挂着迷
人的色彩，有点深沉却带着浪漫。
天空的云朵在晚霞的映射下，五彩

缤纷，明艳着自己的美丽。那高悬
着银镜似的圆月，把那如水的清辉
漫漫倾泻。在蛙鸣中，繁星调皮地
眨着眼，快乐地欣赏着婆娑的树
影。这时，习习的凉风便把昼日里
的烦与忧轻轻地弥散开来。

5、绿树浓荫，街上的柳树像
得了病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
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
精打采地低垂着。地上的土块被晒
得滚烫滚烫的，几只黑褐色的大肚
蟋蟀，像安着弹簧似的蹦来蹦去。

孩子不听话孩子不听话，，试试试试““诱导式教育诱导式教育””

“棍棒教育”不可取
父母都希望和孩子好好沟

通，奈何“熊孩子”油盐不进，任
你如何好言相劝，依然我行我
素，屡教不改。家长就算是有
120 分的耐心，也会被耗尽。情
绪一爆发，就忍不住要动手教育

孩子了。但是，一旦对孩子动了
手，时间久了，不但无法教育孩
子，还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好
的影响，让孩子变得自卑、暴躁、
懦弱，甚至还会染上暴力的恶
习，“棍棒教育”不可取。

教育为何频频受阻
有很多宝妈为了教育好孩

子，看了很多育儿经验，在孩子
调皮不听话的时候，试图耐心地
跟孩子讲道理，一开始，孩子还
能听得进去，奈何宝妈太过唠
叨，导致孩子一听到妈妈的教育
就逃跑。一肚子的育儿大法毫无
用处，急坏了各位宝妈。

孩子不听话，极有可能是
家长的教育方法出现问题。著
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去教堂
听牧师演讲，开始时他觉得牧
师讲得真好，决定要给牧师捐
赠一大笔钱。过了十分钟，牧
师依然在滔滔不绝，让马克·吐
温心生不耐，决定只捐赠一些
零钱。又过了二十分钟，牧师

还没有讲完的意思，让马克·吐
温彻底崩溃，他起身离去，一
分钱也没有留下。

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
为“超限效应”。家长说得越多，
孩子越不耐烦。经常是家长还
没说话，孩子就已经没有耐心
了，等家长开始说教，孩子就彻
底听不进去了。家长们总觉得
是孩子叛逆期逆反心理太严重，
殊不知是自己的教育方法出现
了问题。冗长又枯燥的会议无
法让员工听进去，也就没有效
果。同理，长篇大论的教育同样
也会让孩子“崩溃”。教育是一
门学问，在批评教育孩子之前，
家长需要先自我反省。

有画面感的教育更有效
有一次，偶遇一对母子，妈

妈在给宝宝讲故事，说到“无精
打采”的时候，孩子一脸疑惑，
让妈妈解释。

可是妈妈怎么讲，怎么逐字
解释，宝宝还是听不懂。她上前
去告诉宝宝，“无精打采”就是
你的奥特曼在打架的时候突然没
电走不动路的样子，宝宝听完恍
然大悟，继续开开心心地听妈妈
讲故事了。

加拿大心理学家史蒂芬·平
克曾经说，通过故事传达的道理
更容易让孩子接受。

孩子在小的时候，对于父母
的说教和道理都是没有概念的，
单纯的语言教育对孩子来讲过于
抽象，孩子理解不了，自然记不
住也听不进去了。相比之下，通

过讲故事来给孩子讲道理，让孩
子脑海里有画面感，有助于让家
长的说教充分被理解，教育也就
更加有效。

朋友家的孩子总喜欢骗人，
每次妈妈教育她的时候，她都敷
衍地说记住了，可是还会再犯。
后来，妈妈给孩子讲了一个故
事，把道理蕴含在故事中，果
然，孩子真的听进去了，终于改
掉了说谎的坏习惯。脑科学专家
说，人类的大脑对于文字信息的
编码只有一次，而对图形信息的
编码则会有两次。因此，相较于
文字信息，图形图片更容易被记
住。

因此，小朋友的大脑对抽象
的语言说教反应并不强烈，有画
面感的教育更容易被孩子接受。

诱导式教育更加有效

在说服技巧中，有个名词
叫“诱导式规劝”。而“诱导式
教育法”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
的。通过分析孩子的心理特
征，将教育的作用与孩子的主
观能动性相结合，培养孩子自
己学习，自己思考，自我反省。
很多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总是

和自己唱反调，纷纷责怪孩子
叛逆期太难管。实际上，主要是
由于家长忽视了孩子的想法。

每个人都渴望摆脱约束，
什么事都可以自己做主。一旦
觉得受控，就急于摆脱而反其
道行之。这种越是被禁止就越
要去做的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
为“禁果效应”。

孩子虽小，但也会有这样
的心理。一旦孩子的行为受到
父母的过分干涉，会让孩子产
生严重的逆反。为了摆脱控
制，就会故意违抗父母的命
令。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父母
就要尊重孩子，和孩子进行有
效的沟通，以孩子感兴趣的方
法对孩子进行诱导式教育。

诱导式教育要这样用
诱导式教育是一种需要耐

心、细心，同时需要善于表达的
教育方法。在进行诱导式教育
之前，家长需要完全了解孩子，
包括孩子的喜好、习惯等。
1. 依照孩子的喜好进行诱导

孩子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
会更感兴趣。比如孩子喜欢看
动画片，家长们就可以依照动
画片里的人物给孩子讲故事，
把想要告诉孩子的道理放进故
事里，孩子更容易接受。如果
想要教孩子认字，可以把孩子
喜欢的卡通人物的名字写下来
教孩子认识，孩子在看动画片
的同时也会对这些字加深印

象。
2. 家长以身作则，耐心陪伴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在孩子上学之前，父
母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父母
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孩子的成长。父母在陪伴孩子
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于孩子的调皮和任性，家长
们要摆正心态，找到孩子的兴
趣爱好，用孩子的爱好当作教
育孩子的工具。
3. 学会讲故事

有画面感的教导更容易被
孩子接受，因此，需要家长们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学

会讲故事。最好可以绘声绘色
地讲完一个故事，语言不用过
于高端专业，主要是为了让孩
子能听懂。最重要的是，要把
想告诉孩子的道理寄托在故事
中，让孩子从故事中得到启
发。诱导式教育就是用间接的
方法引导孩子，要注意的是，
对待孩子要灵活运用，切勿偏
离诱导方向。

原因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