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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课堂
“重庆摔婴女童”成长经历带来的启示——

惩罚孩子，有办法让他心服口服
文/付木旺

如果你家宝宝已经年满3岁，就该
逐步让他学习使用筷子了。要知道，美
国有家庭医生把使用筷子作为孩子必
须学会的21种技能之一，而在日本，每
年的8月4日更是被定为“筷子节”。

为何中国人天天用、顿顿使的筷子
在国外如此受青睐？

原来，国外有研究认为，使用筷子
能帮助孩子提高协调性和精细动作能
力，还可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而现代
医学早已证明，用筷子夹取食物的动
作，不仅是5个手指的活动，也是牵动
肩、肘、手腕、手指间各部位三十多个
大小关节和上臂、前臂、手掌、手指等
处五十多条肌肉的运动。管理和支配手
部运动的神经中枢，在大脑皮层所占区
域最广，手部关节和肌肉只有在大脑中
枢神经系统的指令下，才能完成用筷子
夹取食物的动作。反过来，这些关节和
肌肉夹取食物的动作，又能刺激到脑细
胞，有助儿童大脑发育。而3岁以后正是
儿童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及时学习使
用筷子，既可练习手指的各种动作，又
可促进大脑发育，从而提高孩子的思维
能力和操作技巧，是训练手脑并用的重
要手段之一。

另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往往不
再满足于用小勺进餐，而更喜欢模仿大
人吃饭的动作，家长正好因势利导，帮
助孩子学会使用筷子进餐。

对于初学幼儿，专家建议：
1.选用竹筷，因为方形竹筷易夹住

食物，且无毒、轻便，易握紧。
2.练习食物可选用爆米花，不仅轻

巧，上面的沟槽和裂缝还便于夹取。
3.允许“作弊”。可在筷子尖上缠

一根皮筋，增加摩擦力。
4.最后一点，同时也最重要的一点

是，对由此产生的吃饭时间延长、食物
撒落等情况，应给予宽容和耐心。

文/黄培城（湖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
正常人无论大人、小孩，其舌头一

般都能伸出口腔外（以上前牙切缘为标
准）4～6厘米。但有少数人的舌头伸不
出来，或只能伸出1～2厘米，人们称之为
“短舌头”。

“短舌头”难道真的是舌短了一截
吗？不是。舌之所以伸不出来，是因为
它被一条“带子”拉住了。让孩子对着自
然光线张开嘴，命其将舌头向上向后卷
起，就会发现舌头下方正中央有一条又
薄又软的“带子”在牵拉着舌头，这条
“带子”医学上称为舌系带。舌系带短
了，舌头的运动自然就会受到限制——
想伸伸不出，想卷卷不起，话也说不清
楚。发卷舌音时尤其明显，如英语中的
“R”、汉语拼音中的“R”。

“舌系带短缩”绝大多数是先天
性的。所以，对每一名婴幼儿都应及早
检查舌系带，看看短不短。

遇到“舌系带短缩”情况的，家长
可赶在孩子发音定型前为他进行舌系
带整形手术，以改正发音，一般效 果
好。系带薄的新生儿、婴儿都可进行舌
系带整形手术，最好是在没有长牙之前
即6个月以前进行手术，这样可避免手
术伤口因下颌乳中切牙的刺激而延长愈
合时间。系带厚的一般在3岁左右、乳
牙长齐后可在门诊手术，不过一定要请
口腔科专科医生做这个手术。当然，说
话不清楚的人也不全是舌系带短了，有
的人舌系带不短也有发音困难，那就要
排除发音器官的其他原因了。

宝宝三四岁
就该学用筷子了

孩子“短舌头”，
该怎么办

针对孩子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犯的一些小错误，专家有
针对性地给出了一套惩罚方案，希望能带给广大家长一
些启迪。

1、取消某些权利、要求
适用情况：孩子爱扔东西、与同龄人动手等

心理分析：这类举动往往体现了一种希望被他人接
纳、关注的心理动机，此外还可能是孩子平时积累的负面
情绪的一种宣泄。

惩罚建议：可取消对孩子已有的鼓励或承诺，如取消
既定的外出玩耍计划或者美食等，籍此告诉他：既然你的
情绪可以随意发泄，那么别人的承诺也是可以随便取消

的。宣布惩罚方式时不要带有威胁、愤怒的态度；在孩
子改正错误、表现变好后，应及时恢复其权利。

2、罚捡豆子
适用情况：孩子做事经常“三分钟热度”

心理分析：孩子没耐心说明注意力很难集中，
这有可能是他故意为之，也可能与心理素质有一定关

系。
惩罚建议：准备不同颜色的豆子，分别记住粒数。一

旦孩子又想对某件事半途而废，可把豆子撒在地上罚他
去捡，并在捡之前告知数量，要求他“颗粒不差”。家长
还可多个心眼，如故意藏起一粒，让孩子找久一点。此举
的目的是为让孩子学会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3、罚涂鸦
适用情况：孩子常有抓人、踢人、咬人等小动作

心理分析：这类小动作无论发生在成人还是孩子身
上，都往往意味着一种情绪的宣泄，弄清楚缘由最重要。

惩罚建议：依家庭情况，在固定位置摆放一张小桌
（非日常要使用到的书桌、餐桌等，以免孩子日后用到这
些桌子时产生惧怕心理），准备一本画册及各种颜色的画
笔，要求孩子画出、写出心中想法。作为“艺术疗法”的一
种，此举较不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又能帮助父母了解
到孩子犯错时的内心想法。

4、罚坐
适用情况：孩子吵闹不休

心理分析：排除多动症等病理性因素外，这有可能是
行为障碍引起的，也就是说孩子的表达受到了一定阻碍，
不太懂得用正常的方式来表达需求。

惩罚建议：规定孩子在固定位置坐满20分钟，不能
随便乱动，每动一下时间就延长5分钟。这是一种行为训
练，能帮孩子形成规矩意识，一般的孩子经过几次训练
就能慢慢静下来。注意处罚地点不要正对大门，不要在
家中太显眼处。

5、打手心
适用情况：孩子有暴力倾向，或有撒谎、顺手牵羊习惯

心理分析：通常是因为这类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满
足感或成就感，而这种感觉能带给孩子愉悦。

惩罚建议：用报纸、树枝等（材质的选择要考虑孩
子的年龄和承受力）捆扎成一根棒子，放在家中固定地
方备用，还不妨赋予它一个名称，如“X家棒”之类。建议
“制作过程”可选择心情好的时候，边做边与孩子讨论其
用途。处罚孩子前，先让其说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提醒
他处罚的原因。正式“动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以打手
心、屁股为主，其他部分则应避免。

“重庆女童摔婴”事件发生后，
有媒体报道称，涉案女童的父母承
认错误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性格产生了
一定影响，自己平时经常打骂女儿，
孩子只要犯错就会受到各种惩罚。其

邻居也证实，女童家里经常传出打骂
声。

于是，有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
“家庭教育惩罚不当”是解释女童犯
罪心理的较为合理的理由之一。

国 家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张 珊 则
提醒广大家长，惩罚孩子时要注意
以下五点：一、明确订立规矩，必
要时可形成文字，“有章可循”才
能让孩子没有反悔的机会，从而学
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二、尊重孩
子，订立规矩时要与其充分协商并
采纳其合理意见，不能单方面想当

然。三、审视自己的情绪，实施惩
罚前要确保情绪冷静客观，确定没
有把工作、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牵扯
进来。四、向孩子申明“惩罚你不
代 表 爸 爸 妈 妈 不 爱 你 或 者 不 要 你
了 ， 而 是 为 了 让 你 改 正 错 误 ” 。
五、切忌全盘否定，一定要就事论
事，不能扩大化处理。

立“规矩”时要给孩子知情权与参与权

“‘棍棒底下出好汉’的时代早
已经过去了。”针对黄先生所述情况，
长沙幸福泉心理咨询中心亲子专家
陈明明很肯定地表示，惩罚孩子一定
要讲科学。当下虽有很多家长在教育
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但真正懂
得科学惩罚孩子的很少，大部分都在
“想当然”。

“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成长中
的心理需要，这些心理需要包括价值
感、安全感以及‘被爱’的感觉等。孩

子之所以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心理需求得不到
满足或是被扭曲了。所以，家长在惩
罚孩子时切忌不问缘由、不容分辩地
打骂，再火大也要保证沟通的顺畅。
同时要讲规则，家庭内部一定要有个
相对恒定的是非观，这才能给孩子的
成长提供顺序感。”在陈明明看来，
做不到这两点的惩罚，只能叫做“武
力镇压”，收不到让孩子心服口服的
效果。

动怒时别只顾及自己心情忽视孩子心理
■专家支招

接 受今日女报 /凤网记 者采访
时，事业有成的黄先生自称是“棍棒
下成长起来的好汉”，这都是因为当
年父亲对他管教极严，“顽劣闯祸的
话，轻则罚跪，重则狠揍！”在父亲
“鞭策”下，黄先生顺利地考上了大
学，毕业后又顺利地找了份好工作。

如今，黄先生对读小学的儿子也
管教得非常严厉，尤其是在儿子犯错
时，“不下狠手打他几次，小孩子是
不会长记性的”。在黄先生看来，儿子
“听话、懂事，成绩也好”，完全是自

己当年的“翻版”，而这都是自己教育
有方的结果。但最近一次家长会上，
班主任老师特意在散会后叫住黄先
生，告诉他：“令郎在学校里一贯表现
不错，就是性格内向了点。而且有越
来越内向的趋势，有两次见他捶墙、
撕作业本，似乎精神压力很大、很狂
躁，但问他什么原因又不肯说……”

老师这番话让黄先生想起儿子
最近在家也似乎有过类似举动，不禁
反思：难道是因为我平时对孩子惩处
太过严厉了吗？

“儿子的内向是被我打出来的吗”
■家长困惑

“摔婴女童”平时常受父母责罚 
■新闻链接

由于法律规定、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教育理念等各
有不同，各国家长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也会采取不一样
的惩处方法。

美国家长的撒手锏：在社交网络上传囧照

如今，社交媒体也变成了父母教育孩子的平台，如美
国一对年轻夫妇就宣称“要在facebook（脸谱网）上报复
我7岁的孩子”。据悉，这对夫妇用女儿的手机在她脸谱
网的留言板上上传了自己的囧照，此举令他们的女儿非常
难堪。

韩国家长出绝招：坚决没收孩子的手机！

韩国一项研究表明，手机现已成为该国青少年最钟
爱的私人用品，没收手机无异于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因
此，对于那些任性、不听话的孩子，作为惩罚，韩国很多
父母都选择没收其手机。

在国外，父母们如何惩罚犯错的孩子
■海外传真

这些错，这样罚
■妙招分享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旦    

近日，“重庆女童摔婴”事

件备受关注，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一个年

仅10岁的小女孩，何以残暴至此？随着媒体报道的深

入，涉案女童的家庭环境渐渐浮出水面，其父母坦承：错误

的家庭教育或对孩子性格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记得“李天一强奸案”曝光时，社会上一片“子不教，父（母）

之过”的痛责之声，如今的“重庆女童摔婴”事件则提醒世人：相

比“管教不力”，“管教无方”造成的危害也不小。为避免孩子

将来铸成大错，就必须对其日常所犯“小错”及时地采取

正确的惩罚方式。因为一旦惩罚不当，不但对孩子

起不到规范作用，更可能令其行为与心理

逆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