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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鱼缸法则
养在鱼缸中的热带金鱼，三寸来长，不管养

多长时间，始终不见金鱼生长。然而，将这种金
鱼放到水池中，两个月的时间，原来三寸的金鱼
可以长到一尺。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孩子的成长需要自
由的空间。而父母的保护就像鱼缸一样，孩子在
父母的鱼缸中永远难以长成大鱼。父母应该克制
自己的想法和冲动，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

2.狼性法则
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物，他们不会将

任何事物当成理所当然，而倾向于亲身研究和体
验。狼总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兴趣，因而它们能不
断在环境中发现食物，了解危险，从而生存下
来。因此，要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一定要培养
孩子对于世界的好奇心，让他仔细观察生活。

3.南风效应
北风与南风打赌，看谁的力量更强大，他们

决定比谁能把行人的大衣脱掉。北风无论怎样强
烈，行人只是将衣服越裹越紧；而南风只是轻轻
拂动，人们就热得敞开大衣。

南风效应告诉人们：宽容是一种强于惩戒的
力量。教育孩子同样如此，那些一味批评自己孩
子的父母，最终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听不进他们的
话。父母要容忍孩子的缺点，客观地处理生活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体谅孩子的同时，从自身入手
做好修养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4.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是美国心理学家，1966年他做了一

项关于学生对成绩期望的试验。他在一个班上进
行测验结束后将一份“最有前途者”名单交给了
班主任。8个月后，罗森塔尔再次来到这个班上
时，名单上的学生成绩大幅度提高。学生成绩提
高的秘诀很简单，因为老师关注了他们。

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天才，但这种可能的实
现，取决于父母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那样去
爱护和珍惜这些孩子。

孩子的成长方向取决于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你期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就可能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这样批评孩子的吗？

低声：
父母应以低于平常说话的声音批评孩子，

“低而有力”的声音，会引起孩子的注意，也容
易使孩子注意倾听你说的话，这种低声的“冷处
理”，往往比大声训斥效果要好。

暗示：
孩子犯有过失，如果父母能心平气和地启发

孩子，不直接批评他的过失，孩子会很快明白父
母的用意，愿意接受父母的批评和教育，而且这
样做也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引导：
当孩子惹了麻烦遭到父母的责骂时，往往会

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此时回敬他一句“如果你
是那个人，你会怎么解释？”这就会使孩子思
考：如果自己是别人，该说些什么？这会使大部
分孩子发现自己也有过错，并促使他反省自己。

适时：
幼儿的时间观念比较差，又天性好玩，注意

力易分散，刚犯的错误转眼就忘了。因此，父母
批评孩子不能拖拉，否则，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
作用。 （据新浪网）

“打骂式教育”容易形成极端人格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曾对10所
学校的1300名学生展开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
者身边家庭暴力的比例达 23.9%。那么，孩子的
感受又是如何呢？

调研显示，40.3%的孩子是“不服气，内
心抵制”、20.94%的孩子表示“没办法，只好
忍受着”，只有 21.8%的孩子感到“自责，努力
改正”。

更值得父母警觉的是，受到体罚后有 14.8%
的孩子会有“真想离开这个家”“不想上学了”等
念头。

受到家庭暴力的孩子，有不良行为的比例明
显高于其他孩子。有 25.7%的孩子“自卑”，
22.1%的孩子“冷酷”，56.5%的孩子“暴躁”。

这些不良影响甚至会伴随孩子一生。
著名主持人董卿曾向公众袒露过自己的软肋

——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痛苦。
“你无法想象一个知识分子对他的独生女儿有

多么的严苛。他不让我照镜子，不让妈妈给我买
新衣服，不能有任何的文体活动。”

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让已经40多岁的董卿
到现在还经常会出现自卑情绪。

“我一直处于一个极不自信的状态，我要做得
比别人好很多心里才会觉得踏实。”

如此优秀的董卿，都因为“打骂式教育”变
得极端不自信，更何况普通人呢？

“打骂式教育”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商

美国的惩戒与家庭暴力专家默里·施特劳斯
做了一项跟踪调查，对美国806名2岁到4岁的儿
童进行智力测试。

4年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测试，他发现未遭遇过
体罚的儿童平均智商要比经常挨打的儿童高出 5
分。

施特劳斯说：“打骂越多，孩子心智发展越
慢，哪怕是打得很少也有影响。”

而施特劳斯对 32个国家、超过 1.7万名大学
生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打骂孩子的家长比例越高，那个国家的国民
平均智商就越低。这并不是说被打骂的孩子会

逐渐失去认知能力，只是，有可能会落后
于同龄人。

学会引导比打骂孩子更有用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次看见一个学生要拿砖
头打另一个同学，他看见就制止了这个学生并让
他10分钟后去自己的办公室。

10分钟后，陶行知来到办公室，掏出一块糖
给那个学生说：“这块糖奖励你尊重师长，我看到
你要打人，制止你，你马上就把砖头放了下来，
这不是你尊重师长吗？”

接着，陶行知又给了那个学生第二块糖，
说：“这块糖也是给你的，我让你 10分钟后来我
办公室，你没到10分钟就到了，这是奖励你遵守
时间。”

孩子感到吃惊和疑惑。
然后，陶行知又给了孩子第三块糖，说出了

真相：“我刚才去做了调查，你打那个男孩子是因
为他欺负女同学，你是见义勇为，有正义感。”

孩子瞬间哭了，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自己
不该因为这个原因去打别人。”

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有时候，反其道而
行之，不去过分强调孩子的错误之处，而是通过
引导，让他们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之处和做人的道理，比父母苦口婆心地教育
他们，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另外，告诉大家三个基本的方法：
别让自己太累
太累的时候，你整个人处于崩溃的状态，你

很难“软”得下来。
多关注孩子的感受，少关注自己的需求
比如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如果我们因为这是

不好的行为就一味打骂孩子，那孩子可能会变得
更加叛逆。

但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从孩子的角度考虑
问题，诸如“他是不是太无聊了”“打游戏是不是
能让他获得成就感”之类的理由，那他们也会因
为得到了理解和安慰，学会慢慢体谅父母！

向孩子请教
真心地建议大家，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时，

没必要去效仿什么成功案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和孩子沟通，诚恳地去和他沟通。

把现状摆出来，然后听听孩子是怎么回答的。
说不定他就会给你一个特别完美的答案，所

谓“毒物附近必有解药”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你开始听孩子说话，你和孩子之间的问

题就慢慢消失了。 （据新华网）

前段时间，江苏常熟一名男孩因沉迷手机游戏被父亲追着打，他见状便爬上了

6楼天台外侧。男孩情绪异常激动，现场也无法展开救援。谁知，民警灵机一动和

他聊起了游戏，看准时机将男孩救下。

这则新闻是否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沉迷手机游戏固然是不对的，但“打骂式教育”真的可取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远离“打骂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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