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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孩子的责任感
放权是一种具体的爱和信任!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曾说"#当孩子感到被爱$

被信任%奇迹不久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如果父母对孩子放权%孩子就会对父母

的信任表示感激%并全力以赴为自己的决定而努力%为父母的信任负责' 孩子

的责任感就会在信任中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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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的艾伦认为婴儿

的听力不是很好!所以在宝宝睡觉

时根本用不着强调安静" 那么婴儿

到底能不能听到声音呢#

美国的音乐感专家戈登认为!

人从婴儿时期就应开始培养对音

乐的感受性" 让孩子反复听适合婴

幼儿水平的音律和节拍!孩子就能

自然而然地理解音乐!并且可以在

听不到音乐的空间里想象音乐!再

现音乐" 这也可以理解为在进行具

体的音乐教育之前!比如学习钢琴

或小提琴等乐器之前!先培养他们

喜好音乐的心理基础"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早期特长教

育需要我们好好反省一下" 只有在

孩子已经具备了接受音乐教育的心

理条件时! 这种音乐特长教育才会

有效果" 如果强行让一个没有心理

准备的孩子接受音乐教育! 他将会

永远讨厌音乐"

因此!在培养孩子兴趣的时候!

切忌因为父母的强迫或错误的教育

方法! 让一个原本只要经过培养就

能开花结果的幼苗过早凋谢掉"

早期音乐教育
适合每个孩子吗？

做家务培养宝宝责任感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说$%责任

并不是一种由外部强加在人身上的

义务
"

而是我需要对我所关心的事件

做出反应" &很多妈妈常常会发现孩

子的许多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并为之

感到头疼" 其实!每个孩子在幼儿阶

段就都曾表现出各种主动尝试的愿

望!如幼儿自己要求独立吃饭'试穿

衣服'手脏了自己洗等!这正是一种

责任心的萌芽"

妈妈应该抓住这个时期!为自己

的孩子在不同年龄时制定不同的劳

动任务" 这样不仅让孩子得到了劳动

的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使孩

子明白每个人都应该和愿意承担所

有属于自己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

人进入社会的前提!社会不会接纳任

何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从小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位教育工作者到日本学习时!

发现日本的父母在孩子做错事时!往

往把孩子的错误当成自己的错误!先

向对方道歉%太对不起了!给您添麻

烦了&" 身为当事人的孩子反而一副

事不关己的样子!简单的一句%对不

起&就敷衍了事了" 这一点与我们国

内的情形比较相似!也许都是接受东

方文化的缘故"

但是!他到了澳大利亚时!却发

现那里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

截然相反的" 有位妈妈带着
#

岁的孩

子去他家里玩! 结果孩子打碎了花

瓶!弄湿了地面" 那位母亲并没有向

他道歉!而是先借了拖把!让孩子清

理完残局! 再让孩子向他正式道歉"

并且那个
#

岁的男孩主动提出可以

用自己的零用钱来赔偿!而做妈妈的

只是礼貌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无疑!后一种教育方式更能使孩

子认识到一个人应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 但是我们许多父母出于舐犊之

情! 宁肯委屈自己也决不委屈孩子"

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先是责

怪孩子! 然后是责怪自己并代子受

过" 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

其实让孩子对自己的错事负责!

比父母替他负责更重要" 因为孩子在

改正自己的错误中悟出的做人道理

才会终身难忘" 要求孩子对自己的过

失负责! 不仅有助于培养责任感!还

能帮助孩子养成自觉遵守规则'积极

自律的观念和习惯"

学校里!我们每天总能见到想方

设法帮助有不良行为的孩子逃避学校

处罚的父母" 正是父母这样一次次的

宽容和过分溺爱! 渐渐使孩子养成了

自私自利'缺少责任感'任性乃至放荡

不羁的性格!导致孩子漠视校纪!轻视

规范!缺乏责任心"

允许孩子参与家事决定
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就会希望像

大人那样!承担一定的义务!并且也

希望像大人那样拥有自己的空间"

$%

岁的孩子已经完全能够清晰地表达

自己的不满了!但是
&

岁以下的孩子

可能还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

懂得争取自己的参与权" 但是!即使

孩子只有
&

岁!家庭会议的参与权和

家事的决定权对他们也同样重要"

一个人的责任心往往就是看到自

己的行为与他人的幸福安危有直接因

果关系时才建立起来的"当孩子从小被

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的时候!家里的一

些事和孩子商量!尽管孩子太多问题几

乎不懂!但是他会感觉被尊重!他是家

庭的一员!他的行为对家庭有影响"

给孩子犯错误的权利
生活中我们也时常发现有的孩

子什么都不敢做!就是因为害怕犯错

误受责罚!不敢承担" 还有的孩子不

敢面对错误! 而把责任转嫁给别人!

出了问题就说是别人的过错" 我们家

长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对待孩子犯错

误的态度了" 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

的孩子犯错!可是不犯错误的孩子就

不能深刻体会责任的重大意义" 成

长!就应该允许孩子犯错误(责任!就

意味着孩子要面临错误"

在一次国际性家庭教育研究会议

上!

'!(

多名家庭教育研究专家和工

作人员普遍认同一个观点$%民主
)

权

威&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要允许孩子犯

错误! 启发诱导! 让孩子学会自我改

正(再者!要多与孩子沟通!用正反典

型事例!让孩子判明是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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