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去幼儿园参加亲子活动，其中一项是
“抢凳子”游戏。游戏开始了，女儿一边走一边
朝我笑，表现得挺轻松。可惜，鼓声一停，她的
反应还是稍慢了一步，没有抢到凳子，第一轮
就被淘汰了。她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不说话。
我低头一瞧，才知道，她竟然委屈地哭了。我
蹲下去安慰了她半天才让她平静下来。
回家和孩子爸说起这件事，她爸问：“是

不是我们平时总让她赢，她就觉得自己应该
一直赢才对啊？”
想起我们和孩子做游戏时，为了提高她的

兴致，确实是一直故意让她赢的。像和女儿一
起跑步，我每次都故意跑得很慢，让女儿觉得
自己跑得非常快。有时和女儿一起唱歌，她爸
也总是夸：“你唱得好听，妈妈第二名。”久而久

之，女儿就觉得自己每次都要得第一名才对。
我和她爸商量，以后也要有意地让孩子

“输”几次，别让她对“输”太陌生了。晚上，她
爸讲完故事后，照例提些小问题。女儿成功抢
答对了两次后，我也连续抢对了三个问题。女
儿有些不满意，好像我说得太快了。她爸赶紧
说：“你答得不错，妈妈也答得不错，你们都是
好学生，听得很认真。前些天都是宝宝赢的，
今天妈妈总算赢了次，让我们为妈妈鼓掌。”
女儿想了想，认同了这个结论，还真的为我鼓
起掌来。我和老公相视一笑，心想：以后咱可
不会事事让你赢了，也要让你多输几次才行。
孩子，这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你还要学

会认输，输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在提醒我们
还要做得更好更努力。 盛国英

! ! ! !前段时间，我去德国旅
游，在当地租了一间民房。
邻居男主人是高级工程师，
女主人是名大学老师，他们
有个 !岁的儿子卡曼。

那天，我去邻居家做
客。卡曼带回家三份作业，
只完成了两份，就去玩了。
我问女主人：“那份作业卡
曼是不是晚上做呀？”她说：
“他晚上要和我们看电影，
不做作业了。”我奇怪了：
“可是他带回三份呀，只完
成两份能行吗？”她说：“是
带回三份，可是他的班主任
说了，只要完成两份就行
了，可以选一份不做。”
还有一次，卡曼要做一

件玩具，但是费了一个多小
时，玩具是组装起来了，但样子丑陋不堪。
让我吃惊的是，卡曼的工程师父亲似乎没
过多地指导孩子。我问他：“你是工程师，应
该对机械呀、内部构造很懂呀，为什么不帮
孩子做得完美一些呢？”他说：“我帮他了，
但只是适度的，他已经完成了呀，虽然不完
美。”
我说：“完美严谨不好吗，你们德国人

做事不是都很完美吗？”他耸耸肩：“大人做
事要严谨，但孩子不必。你看，卡曼完成了
玩具制作，样子难看，但已经达标了，他用
了 "小时。如果他要弄得完美，可能需要 #

个小时，甚至是 "$个小时。他把这些时间
用在别处不是更好吗？完美对孩子来说有
些残酷，我们不能对孩子有过多的要求，话
又说回来，如果这次他做得很完美了，他就
没有进步空间了，不是吗？”
德国人对孩子不那么严格，但也不像

放羊一样不管，而是有个底线，那就是“达
标”，合格了，你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也可以
下次再完美一些。
其实，说得浅白一些，德国人更注重的

是“进步”，而不是一次到位的“完美”，尤其
是在教育孩子方面。 李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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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案例"

儿童游乐场里! 几个两三岁的孩子正在

海洋球里玩耍"为了争抢一个绿色的球!两个

小朋友开始面红耳赤#$$%给我& '%不给!是

我的& '((见对方紧紧抓住绿球!另一个小

男生突然举起小拳头! 一拳击中对方的小胸

脯" 另一个小朋友不出所料地大哭起来)%妈

妈(('双方家长赶忙奔到孩子身边"被打的

孩子委屈地告状! 打人的也气呼呼地拉住妈

妈的手"

打人的小朋友的妈妈严厉地教育儿子)

%不可以!你不可以打人&'但这句话显然没起

什么作用"孩子回嘴)%谁让他不给我球呢* '

%谁说这球是你的*'妈妈一把拉住儿子!一边

带他离开!一边继续说)%打人不对& '

!分析"

宝宝的成长过程中难免做错事，尤其
是当他们三四岁后，在宝宝社交圈子里总
会碰到矛盾与冲突。当宝宝与别的小朋友
发生争执，家长该如何引导？加拿大籍专业
幼儿教育专家李梦延告诉家长最重要的处
理原则：
首先明确表态，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接

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孩子该怎样做才是

正确的，是对的。
要培养自信、有创造力的孩子，家长就要

允许孩子犯错误。但是事先要为孩子设立一
个规则，规则之内要给予孩子最大限度的自
由，同时要教会孩子怎样处理自己的麻烦，怎
样总结经验，避免下一次的麻烦。规则之外
的，才要坚定地制止孩子。李梦延就以上案例
指出，妈妈已经制止了宝宝的打人行为，并明
确告诉他：“打人是不对的。”可是，宝宝还是
不会明白，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他该如何处

理。妈妈可以让宝宝先对另一个小朋友
道歉：“对不起，我不该打人。”

接下来，妈妈教宝

宝说：“这个球，咱们一起玩，或者你先玩，一
会儿再给我。”宝宝以后就会明白，小朋友间
要分享，而不是来“硬”的。被打的小朋友家长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宝宝：“小朋友
要友爱，学会谦让和分享。”
获得加拿大和美国学前教育及少儿英语

教育资格认证的李梦延在工作中经常发现，
中国的父母往往只做了第一步，却忽视了第
二步，常常让孩子困惑———该如何解决自己
面对的问题？她建议，在宝宝做错事情的时
候，父母要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做就好了，没必
要为此惩罚孩子。
李梦延还提醒家长，不想让孩子做些危

险的或者错误的举止，家长的示范有时比说
教更管用。比如，不想让孩子爬到窗台上往下
看，家长就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些事情。

本报记者 王蕾

说了“不”还要教“对的”
宝宝做错事，家长批评教育要明确———

! ! ! !两岁以后，宝宝开始有了最初的自我概念，出
现“我会”、“我自己来”等自我独立性意向，渴望像
大人一样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小鬼当家”的活动
能让宝宝体验自主购物、自己做主的快乐，激发宝
宝的社会性情感。

! 提示!准备一辆玩具小推车，带孩子推着
小车跟妈妈到超市买东西。妈妈介绍超市的各种
物品以及摆放位置，让孩子初步有归类意识。
家长可问孩子“今天想买些什么呀”，并把孩
子带到所需物品的货架旁，让他自己挑选，提
醒他们每样只能买一件，以便孩子养成良
好的购物习惯。购物结束后家长可尝试
让孩子自己付款，这既能培养孩子的交
往能力，还能让他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

! 奉贤区爱贝早教中心主任陈蔚琴!家
长应经常带孩子参加一些类似的社会性活
动。为了避免宝宝在购物中出现乱买东西的
现象，每一次活动前家长都应和宝宝制订好
购物计划，不能让孩子到了超市里因不买这不
买那而哭闹、耍赖。宝宝有了一定的购物经验后，
家长可布置购物任务，给宝宝开一张图片式的购
物单，引导宝宝根据购物单去购物，培养他的任务
意识。 本报记者 王蔚

25至36个月
让小鬼“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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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之余 别忘让孩子会“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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