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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给弟妹一份爱
中福会托儿所所长陈磊说：“学

做哥哥姐姐”课程确立的教学目标
就两项。一是在游戏中感受弟妹的
可爱，激发喜爱弟妹的情感；二是分
享有了弟妹后的苦恼和解决办法，
感受做哥哥姐姐的快乐。

在一堂“哥哥姐姐”课上，老师
先用 !!" 打出了一组课前收集来
的小宝宝的照片，请全班孩子一起
来认一认，这是谁家的二宝。然后请
出当了哥哥姐姐的孩子说说自己的
心理感受。“爸爸妈妈要照顾弟弟
了，陪我的时间少了。”“家里的东西
要和妹妹分享了，不是我一个人的
了。”“有时我也要帮着父母照看小
妹妹。”……针对孩子们的诉说，老
师启发他们，可以把心里的想法告

诉爸妈，自己也需要陪伴，也需要礼
物；还应该为父母分担点照看弟妹
的事情，这样大人就可以有多出来
的时间陪自己玩了；当然，陪小弟弟
小妹妹玩，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
……通过情景再现、师生交流等环
节，这堂课最后的小结，是要达成这
样的认识：爸妈和家人爱每一个宝
宝，希望每个孩子都健康快乐地成
长；爸妈的爱是不同的，小弟弟小妹
妹那么可爱，那么弱小，需要家人给
他们更多的照顾和关爱；哥哥姐姐
长大了，要担负哥哥姐姐的职责，多
一份爱给弟妹们。

隔代亲要注意方式
仅有上课还不够，对大宝的教

育离不开家长的配合，更需要全家
人的良性互动。为此，董峰老师设

计活动，让家长把大宝小时候用过
的奶瓶、奶嘴、玩具、衣服等一一拿
出来，让大宝重温婴儿时的幸福时
光，并告诉他们，应该和爸妈一起
陪着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慢慢长
大。董老师的另一个“妙招”是让家
长带着大宝一道逛商店，给二宝买
礼物，共同分享家里添加新成员的
快乐。
程莉莉老师提醒说，在二孩教

育中，隔代尤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特别是说话的口吻。比如，有的外婆
会对大宝说：“我最喜欢你了，不会
去喜欢小弟弟的。”这看似是给大宝
吃定心丸，实则是在离间两个孩子
的正常情感。“我的课是从让孩子们
读一本学做哥哥姐姐的绘本开始
的，把爱弟妹的情愫播进大宝的心
间。比如，有个女孩原来对弟弟的出

生十分抵触，我就建议家长让她给
即将到来的弟弟起个名字，这样，就
会在无形中激发当姐姐的自豪感、
责任感和幸福感。正是有了这样的
举动，那个女孩逐渐对家里的新成
员由恐惧、恼怒、陌生转向了喜悦和
亲近。”程老师说。

每天要做特殊作业
负责中福会托儿所国家级课题

《幼儿园情感活动创新》研究的吴玲
玲老师说，随着二宝的出生，家庭成
员的结构悄然改变了，这就会让正
处于情感依恋期的大宝们感觉“危
机重重”，容易引发他们的消极情绪
体验。因此，开设“学做哥哥姐姐”的
课程，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适应家庭
里的新变化，以便建立良好、和谐的
家庭人际关系。

“有个原来很乖的女孩，突然变
得很作，很不听话了，情绪起伏特别
大。原来，女孩的妈妈又怀孕了。”面
对这样的孩子，金宇清老师动足了
脑筋。“我的课堂教育是希望大宝们
能参与妈妈孕育新生命的过程，而
不是突兀地去接纳一个弟弟或妹
妹。对大宝的教育应该提前，家长们
也应当让大宝作为家庭一员，共同
去迎接二宝的出生。”金老师给大宝
们布置了一个特殊的回家“作业”，
就是帮着父母照看二宝。比如，每天
晚上要哄小弟弟小妹妹睡觉，要给
弟妹们讲讲故事唱唱歌。结果，大宝
们可开心了，每晚都会自觉地去履
行“职责”。有家长告诉老师们，现在
家里的二宝还非得大宝哄着才肯入
睡，连大人哄都不行。

本报记者 王蔚

当上哥哥姐姐 少了孤单多担当
家有!二宝"#父母的爱不偏不倚#别忘告诉大宝$$$

公平比对错更重要
元妈!女儿 !岁"儿子 "岁半#

因为我自己就有弟弟，觉得两
个孩子一起长大挺好的。
鸡毛蒜皮的矛盾一天总会发生

几次，基本上他们自己可以解决，吵
也好，打也罢，过一会就好了。矛盾
起因或结果都不太重要，孩子们在
乎的是父母是否公平公正。如果他
们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偏心，矛盾就
很容易解决；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
了委屈，那么矛盾就会升级。我们的
原则是，先不问是非曲直，如果谁先
动手了，谁就先挨批评受惩罚，然后
爸爸妈妈再了解吵架原因。我们避
免做评判，主要让他们发泄情绪，其
实，是是非非孩子们心里清楚着呢！
女儿很期盼有弟弟妹妹，但弟

弟出生后，姐姐在新奇了两天后开
始心理失衡，没有安全感，行为倒
退，希望引起父母注意。例如走路都
要抱，几乎是挂在爸爸脖子上，也变
得特别爱哭，甚至说让我把弟弟放
外婆家不要带回来了。我们对此不
动声色，给予她超过平时的关爱。过
了三个月，她开始觉得有个弟弟太
好了。此后两个孩子形影不离。
女儿说，给她生了个弟弟，是爸

爸妈妈做得最好的事情。儿子说：给
他生了个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事
情。我和先生都坚信，生了两个孩
子，是我们做得绝对正确的事情。

爸爸多参与家务事
%妈!儿子 "岁"女儿 #岁半$

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体会
过不少独生子女的无奈，所以结婚

的时候就有共识，一定要生两个孩
子，希望下一代有个伴，互相扶持。

因为两个孩子年纪相差较小，
经常会打闹。我们尽量不干涉，但还
是会担心力量悬殊和不公平。我们
会努力树立哥哥的权威，让他参与
家庭事务的管理，即使发生争执也
不会手脚太重。有了妹妹，哥哥肯定
是吃醋的，尤其是妹妹 #岁前的哺
乳期。在这个阶段，爸爸的作用尤其
重要。妹妹出生后，爸爸主动减少了
晚上和双休日的应酬，在妈妈需要
陪新生婴儿的时候，带着哥哥去公
园踢球、去动物园玩，并且主动承担
了每晚讲睡前故事的任务。几年下
来，我发现爸爸带大的男孩子挺有
男孩子气。
家有两娃的一个好处是，小的

似乎天生懂得分享；大的渐渐地也
习惯了平均分配。今年春节，很多小

朋友到我们家里玩，我惊喜地看到，
哥哥会按照小客人的年龄层、性别
分发玩具。
现在每天看他们萌萌地在一起

就觉得幸福。如果政策允许，福利制
度也能够保证，再来一个也无妨。

帮助大孩子树立威信
&'()*+)(妈妈%两个儿子差 $%岁$

弟弟是个“意外”，既来之，则安
之咯！

两个孩子之间肯定会发生矛
盾，最头疼的就是如何平息孩子们
的战争。他们相差 #$岁，起初我们
会跟哥哥说，“你比弟弟大那么多，
你就是应该让着弟弟”，但他反而会
更加生气。后来，我们就跟哥哥聊这
个问题，他希望爸爸妈妈不要插手，
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也努力

在弟弟面前树立哥哥的威信，告诉
他“长兄为父”的道理。现在，一般的
冲突我们先置之不理，让他们自己
解决。如果他们实在不能解决，就分
析究竟是谁的错，批评错误的那方
并且让他们互相道歉。
刚有了弟弟时，哥哥觉得弟弟

分去了爸爸妈妈的爱，对他的关注
少了。为了疏导哥哥的情绪，我们无
论多忙都留出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
比如接送他上下学、每周带他去书店
买书、逛街等等。同时，我们也让哥哥
参与照顾弟弟。渐渐的，哥哥也觉得
有个弟弟挺好的。弟弟会崇拜哥哥滑
板很棒，英语很好；哥哥也会发现弟
弟身上的很多优点。我们不在家的时
候，哥哥也能单独在家带弟弟。

可能还是会选择生两个孩子，
但是应该不会选择年龄相差这么
大吧。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小矛盾孩子自己解决
父母公平公正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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