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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天，无论

是大人还是宝宝，穿衣

都应随着季节做相应调

整。此时，妈妈要把握好

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根

据宝宝自身身体情况给

其穿衣，以小朋友最舒

服的状态为判断标准。

多穿短袖短裤 在

炎热的夏季，小朋友穿

衣宜少不宜多，宜穿宽

松、轻便、浅色系的衣

服。女宝宝可穿无袖或

小短袖连衣裙，男宝宝

推荐穿短袖或背心+短

裤或背带裤，衣服可以

遮盖住胸部、腹部一般

就不用担心受凉。另外，

最好给宝宝准备宽沿的

布凉帽。

适度增减衣服 若

是有小朋友在房间，空

调温度应保持在 26℃

左右，不宜过低或老是

变化。如需带孩子外出，请留意室

内外温差，给孩子适当增减衣物。

不要过于暴露 不要让宝宝

穿得太暴露，特别是在阳光下，这

是因为宝宝皮肤里用来遮挡紫外

线的黑色素细胞发育尚不成熟的

缘故。若是孩子外出时衣服太暴

露，那么裸露在外的皮肤容易被

晒黑、晒伤，引起发红、疼痛等问

题。所以即便天气再热，也不要让

宝宝光溜溜不穿衣服。

质地宜全棉 现在，市场上

推出一些新面料，宣称比穿棉更

舒适、凉爽、透气。其实纯棉仍是

最佳选择。它安全性高，而且很柔

软、透气，吸汗性也很不错，适合

宝宝穿着。考虑到宝宝皮肤很娇

嫩，而夏天的衣服基本上是贴身

穿着，衣服的面料选择更要小心。

杜绝过多饰品 对于孩子来

说，尤其是未满周岁的小宝贝，所

穿衣物最好不要有金属附件，夏

天更要注意这一点。小朋友的衣

物宜以按钮为主，拉链、明扣等都

可能使宝宝娇嫩的肌肤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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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法约束过度任性的宝宝
有些孩子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

足的时候，就会坐在地上大哭、扯着父

母哭闹、发脾气乱扔东西等来表达他

们的不满，这其实就是孩子任性的表

现了。任性是孩子普遍存在的问题，但

是如果父母放任孩子的任性，就将会

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以后的人际交

往。下面的六个方法对治理任性宝宝

可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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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负强化%的方法

任性，哭闹，家庭教育当孩子任性

时，有的家长大声训斥、恐吓，甚至打

骂，这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

能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使孩子进一

步用任性的行为来与家长抗争。家长

可以用“负强化”的方法，即以不予理

睬的方法来对待孩子的任性。

例如，孩子吵着要买玩具，甚至在

地上打滚，父母可采取不劝说、不解

释、不打骂的方法，让孩子感到父母并

不在意他的这些行为。

当孩子闹够了，从地上爬起来时，

父母可以说：“我们知道你不开心，但

你现在不闹了，真是一个好孩子。”并

表示出高兴、满意和关心，跟孩子讲道

理，分析他刚才的行为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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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绪上表示理解

在情绪上表示理解，但在行为上要

坚持对他的约束，如吃饭的时候，孩子

忽然想起爱吃的菜今天没有，就生气地

拒绝吃饭。即使冰箱里有原料，母亲也

不应该迁就孩子给他做，应明确表示饭

菜准备好了，就不应该随便更换。如果

孩子继续闹，可以让他饿一顿，等他感

到饥饿时，自然会找食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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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暂时回避的方法

有些孩子的不合理要求没有得到

满足就纠缠不休，这时，家长可以暂时

不去理他，让他感到哭闹的方法是无

效的，他就会停止。事后可以与他坦诚

地交流，让他说明原因。在这时再进行

说服教育工作。这种方法对于理智水

平较差的家长可能难于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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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暗示法

当孩子出现任性行为时，家长可

以用电影、电视或图书故事中的典型

人物的具体形象、具体情节和行为活

动给孩子看或讲给孩子听，使他从中

受到暗示，得到启发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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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物体吸引法

家长可以从孩子任性的指向性和

动机中发现一些蕴藏着的积极的可培

养的心理因素，即所谓的“闪光点”加

以诱发和引导。这样做，可保护孩子的

自尊心，当然，解决孩子任性的方法还

很多，关键在于培养孩子认识和判断

事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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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

父母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想办法转移他

的注意力，改变孩子的任性行为。如一

个跟着母亲购物的儿童，在商场里玩

得很上瘾。母亲急着赶回家，可他就是

不愿意走。

如果母亲说，“我们回家吧。”他可能

坚持要在商场玩；如果母亲说，“走，妈妈

带你去坐汽车。”他可能愉快地答应了。

然后妈妈领着他坐公共汽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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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常对摔倒的孩

子说：“不哭，自己爬起

来。”这里其实有两个意

思：“不要哭”和“自己爬

起来”。孩子摔倒了，可能

摔得很疼，所以妈妈硬要

孩子不哭，是很难做到

的，不哭并不就是坚强的

表现，自己爬起来才是最

重要、最坚强的表现。妈

妈要坚持的是让摔倒的

孩子自己爬起来，只要他

自己爬起来，妈妈也可以

说是达到目的了，因为你

的孩子已经足够坚强。那

么孩子摔痛了哭出来，又

有什么关系呢？

妈妈可以让孩子尽情

地哭，但不要太在乎他的

哭声和眼泪，这是孩子自

己的事。你可以体贴地用

语言来安慰他，但不要代

替他去解决难题，要让孩

子自己想出办法，发觉自

身的力量，不然的话，他就

会对别人产生依赖心理，

而疏忽对自己能力的培

养，也就无法成熟起来，到

了那时侯，他就真的成了一个只会

哭泣的孩子。

强行止哭不利儿童心理发育。

偶尔在父母“高压政策”下，孩子会

停止哭，父母还以为此法奏效。殊不

知，这样做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将带

来不良影响。由于孩子语言发育尚

未成熟，不会使用合适的语言来表

达，而将不满、忧郁积压在心中，并

以异常的心理或行为表现出来。例

如，脾气变得暴躁，甚至出现打人、

骂人等攻击性行为；与小伙伴很难

相处、不合群等。

听着音乐、唱着歌、伴着节拍长

大的孩子会更多应用自己的味觉、嗅

觉、触觉、视觉和听觉。研究人员认为

音乐为大脑内细胞构建了更多的联

系，研究表明积极参与音乐的孩子在

开始上学时更擅长阅读和数学；更能

集中注意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和他

人相处地更好，有更高自信。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你家孩子可

以保持稳定的节拍，而你可以通过鼓

励孩子倾听日常生活中的节拍，来帮

助孩子练习自己的节奏感。比如，向

孩子指出钟表弄出的声响，询问孩子

这个节奏是否稳定；然后问问孩子汽

车喇叭或狗叫声是否稳定。你可以跟

着孩子最喜欢的歌曲鼓掌或打节拍，

鼓励孩子跟着你一起。

你还可以通过动作和小道具让音

乐变得更可视化，比如围巾可以表示

音乐的起伏，当你唱高音的时候就把

围巾举过头顶，唱低音的时候就把围

巾靠近地板。或者当你听到高的、安静

的音乐时，让孩子用脚尖走路，听到响

亮、缓慢的音乐时让孩子跺脚。

将音乐和动作结合起来，这样

有助于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

让他们学会在快的音乐里快速移

动，慢的音乐里慢慢移动。他们还能

学会手部动作和简单的舞蹈动作。

学会身体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发

展，有助于以后孩子集中注意力和

自我控制的发展。

为什么宝宝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上）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孩

子专注力的重要性，注意力是记忆和

思维的基础，和学习能力密切相关。

在近日由中国福利会主办的 2016上

海国际少儿生活方式展上，面向学龄

前儿童及家庭的专题工作坊———注意

力测评 +小型家庭指导讲座“日常生

活中我们如何促进儿童的注意力发

展”受到家长们的积极响应，百余个名

额于2天内全部预约一空。

项目负责人、中国福利会信息与

研究中心（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教育

研发部副主任宁夏向记者介绍：“我们

研发的这款注意力测评工具需要专业

测试人员通过一对一引导展开，简版

测试依据儿童不同水平，测试时长约

为 30-50分钟左右，工具涵盖视觉、

听觉、视听觉等不同通道多种维度的

注意任务，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注意

力潜能，帮助家长了解孩子注意力特

点和水平。同时家长还将聆听专家讲

座，学习日常生活中易操作、实用有效

的注意力训练游戏与方案。”

美国微软公司于 2015年就现代

科技对人们注意力时长和质量的影响

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人类平均注

意力时长已从2000年时的12秒下降

到如今的8秒，甚至比普通金鱼还要短

1秒。同样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

联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展开覆盖全国

五大区域八大城市的大规模青少年注

意力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58.8%

的被访学生自认为能在上课时集中注

意力，仅有39.7%的被访学生表示能坚

持集中精神听课30分钟以上。

究其原因，讲座中宁夏给出了第

一个直观的对比与解释：同样播出的

30秒动画片，上世纪 80年代的国产

动画只有 3-4个镜头切换，而现在热

播的《喜羊羊与灰太郎》30秒内的镜

头切换多达近 15次。“现代社会，各

种科学技术和新媒体的崛起是人类现

代文明的一种标志，为人们带来生活

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且更优的体

验机会，这一趋势不可逆且应给予肯

定。然而，商家出于盈利目的不得不

创造出为吸引受众眼球的高刺激产

品，以及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都在

‘推’着孩子走，这无疑对降低孩子的

专注力做出了‘贡献’。”

“我家孩子做作业注意力不集

中、磨蹭，怎么办？”“老师，我孩子特

别爱动、调皮，是不是多动症呀？”“我

家孩子很聪明的，就是经常有点小粗

心。”“我家宝贝注意力不错，看动画

片时非常专注。”现实中，不少家长正

在遭遇类似的“难题”。他们为此不惜

花重金送孩子进早教中心、培训机构

寻求“专业”的辅导，但在从事了家庭

教育十年、儿童注意力研究七年，通

过对 300多个家庭的案例研究、40

余户家庭的长期跟踪调研的宁夏看

来，家庭对儿童注意力的影响及干预

效果至关重要。

虽然如今“大环境”发展不可避

免，但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家庭。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长

对孩子的要求也日渐增高，使得家长

与孩子之间的积极互动终止或进入消

极循环。“不少家庭中，‘积极的互动关

系’正日益缺失。而在孩童阶段，这种

‘互动关系’，正是帮助儿童来定义自

己的为人的根本，未来的潜能，以及自

己生命对周围人和社会的最重要一

环。” !未完待续"记者 郭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