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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殷波（湖南省儿童医院）
冬季，常有年轻妈妈因怕冻着宝宝，往往

一周甚至更久才给宝宝洗次澡。其实勤洗澡的
益处对于四季都是一样的，在冬季，如无法坚
持每天给宝宝洗澡，间隔也最好不要超过三天。

每年寒冬，我们医院都会收治到这样的一
些宝宝：不停哭闹，让家人苦不堪言却又不明
所以。经初步检查，认定宝宝的健康并无大碍后，
医护人员将其衣物一脱，很快就找出原因所在
了——有些宝宝大腿根部的皮肤皱褶处甚至已
被系尿布的松紧带勒出两条深深的瘀痕！据其
家长解释，由于天冷、怕感冒，加上认为襁褓
中的娃儿反正脏不到哪去，所以已有快一个月
没给宝宝洗过澡了。

3 岁以前的宝宝皮肤汗腺与血管还处于发育
中，新陈代谢却极为旺盛，当环境温度升高时，
尚无法通过皮肤血管扩张来散发体内热量的他
们会产生大量汗液，故坚持每天洗澡可令宝宝
感觉舒适，促进睡眠及生长。洗澡的同时，还
方便家人检查宝宝全身的皮肤情况、生长情况，
及时发现其身上的伤口、疹子、红肿，更换因
生长过快而变得不合适的尿布松紧等。

■编读往来

总穿粉色的女孩
需防“公主病”上身

上期，“那些妈妈认为对的事”系列报道之
一《孩子穿什么，妈妈说了算？》面世后，引发
许多家长讨论，很多人就案例中李女士的“独断”
提出了批评。但有位名叫郭子辉的长沙读者却认
为，李女士对于孩子穿着喜好的干预并非全无积
极意义，因为“常穿粉色容易患上‘公主病’”。

郭子辉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认为，
每种颜色都有相对的负面影响，如粉色太泛滥或
会损害女孩的心理健康。

首先，从色彩心理学角度分析，粉色易软化
性格，让人感到自己时刻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从
而变得怯懦、娇气。其次，大面积地穿上粉色会
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长此以往可能让孩子变得
傲慢而孤立，导致人际障碍。最后，粉色还是
一种极具童话感的颜色，在童话世界中往往代
表着真善美，如果孩子长期被这种童话氛围包
围，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思维和心智的发展，
有碍对真实世界形成正确认知。

据此，郭子辉提出，不是不可以给女孩子买
粉色物件，但千万不可助长其爱“粉”成癖。而
小编也认为，让孩子摆脱单一色彩的束缚，走进
更为多彩的世界，一定程度上会更有利其身心成
长。亲爱的读者朋友，您觉得呢？

■新手妈妈课堂

婴儿房可用加湿器吗？
文 / 珊玖 
冬季不仅气温低还空气干燥，于是，很多

家庭除依赖空调为宝宝营造温暖环境外，还开
始长时间使用空气加湿器。但如此一来，“小病
号”反而大大增加了，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看到，由于婴儿的肌肤极其娇嫩且易
流失水分，室内添置加湿器对呵护其肌肤有一定
益处，且有利于保持呼吸道湿润。但如果使用
不当，则非但不能净化空气，反而会使人体免
疫力下降，尤其是增加婴幼儿患流感、哮喘、支
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如不注重定期
清洁，霉菌等微生物还会随气雾渗入空气，进
入人体呼吸道后导致“加湿性肺炎”。

专家提醒，婴幼儿房使用加湿器一定要注
意以下事项： 

一、若长期使用，最好配置湿度表，将室
内湿度保持在一定范围；

二、加湿器要放置在离地面 1 米的高度，这
样效果才好；

三、加湿用水须每 24 小时更换一次，且只
能使用纯净水或凉白开；。

四、水瓶须每周清洗一次，其他部件每月
清洗一次。

■医师坐诊

天再冷，宝宝也要勤洗澡

发声专家：刘国阳
专家身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供职于湖南省

脑科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案例中妈妈的导向很好，值得提倡，反而是爸爸黄

先生多虑了，他的那些担心完全没必要。”刘国阳称，“分享”
是当下很多亲子专家、教育家所提倡的理念，认为有助
孩子培养社交能力、提升亲和力、促进心理发育等。“一
个懂得分享的孩子，家长不用愁他以后会没朋友、在社会
上‘吃不开’。”

黄先生提出的“分享宜有度”，在刘国阳看来，这个“度”
其实一直存在，因为孩子能够拿出去分享的东西，一般都
是自己有把握的。“通常孩子只会分享自己可自由支配的东
西，比如玩具之类，而很少将家里真正重要的东西分享出
去——这就是度。而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的判断力会不
断提高，对于‘度’的把握也会更加清晰。”

针对黄先生所担心的妻儿的分享行为会给旁人带来
心理负担，刘国阳认为：“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孩子之
间的分享与成人世界有所不同，只是一种简单的情感表达
方式。”他希望双方孩子的父母都能够看到这点，让发生
在孩子之间的小馈赠变得更纯粹。至于成人之间的分享行
为，刘国阳则赞同“主动分享的一方要注意方式，充分考
虑到对方的感受”。

“儿子，你的新玩具呢？”
“刚才在楼下分享给其他小朋

友了。爸爸，还有两个小朋友也很
喜欢，你再去买两个好不好？”

类似这样的对话场景，在我
家几乎每周都会上演。而每次听
到年仅 5 岁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他
又把什么东西给“分享”出去了时，
我总会哭笑不得，不知道是该夸奖
还是该教训这小子一顿。而妻子
的态度则一贯旗帜鲜明，每次都
会面带得色地夸儿子如何大方、大
气——那是自然，儿子之所以这么

“大方”，还不都是她一手“培养”
出来的？

妻子是个崇尚“分享至上”的
人，无论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旁人
流露出一丁点好感、甚至是她自个
假想中的“好感”，她都很乐意与对
方“分享”。举个例子，我有时驱车
四五个钟头从老家运回一些农副产
品，每次不到半小时就能被她“分
享”掉一大半！每回眼睁睁看着袋
子一点点被掏空，我都有种对不住
年迈父母的感觉：二老辛辛苦苦地
耕种、养殖，自己都不舍得吃地攒
下来，无非是希望久居城市的我们
能多吃点绿色、天然的东西，而不
是让我们这么随随便便给……

“你一个大男人咋这么小气！
有好东西当然要跟朋友们分享啊，
何况还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每次
只要我稍作阻拦，妻子不仅特理直
气壮，还似乎有种“终于逮到‘反
面教材’”的快意，“儿子，你可不
能像你爸这样，他那是典型的‘小
农意识’！”这么一顶“帽子”扣
过来，常常让我当场噎住、无言以
对。其实我不是不赞同与人分享，
只是觉得分享也得有个度！再说，
教孩子分享总不见得就是让他把自
己的东西全都送给别人吧？

可对我的这些话，妻子就是充
耳不闻。在她看来，即使是现在已
经成为了高级白领，但我骨子里的

“小农意识”始终挥之不去。确实，
这点我不得不承认：我生于农村长
于农村，因为家穷，不得不从小学
着“精打细算”。而她是“正宗”长
沙妹子，家庭条件好，一直享受着
富足的生活，东西给出去了很容易
又能再得到……所以，在这方面我
和妻子总是意见相左，每次看到她
拿她的那一套教育孩子，我都很想

插句话：“妈妈说的不一定对。”——
但因为不想引起家庭矛盾，每次话
都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儿子从
3 岁多就开始如他妈所愿，养成了

“爱分享的好习惯”。前几天，一
个同事带孩子来我们家玩，临别时
儿子突然叫那个小朋友“等一下”，
然后翻出新买的玩具套盒，一定要
送给对方。同事一看就知道这礼物
不便宜，连忙拉着自己的孩子往外
走，边走边说“不要不要”。但妻
子和儿子非坚持要人家收下，四个
人在门口推搡了好久，最后以我们
家那两位胜利地把玩具“分享”了
出去而告终。

之前，每次妻子数落我小气时，
我还会反思“难道真是我错了吗”，
可渐渐地我发现，连那些“被分享”
者对于我妻子的分享行为其实也并
不是很认同，这从他们勉为其难的
脸色就能看出来。“不用不用，真
的不用！我们家要是想吃可以去买，
你大老远从国外带回来的还是留着
自己家吃吧……”这是妻子上次去
泰国旅游带回好几箱水果送人时，
我亲耳听到的邻居家的婉拒之词。

我其实特能理解每次我妻子
带着东西上门分享时，对方的那
种纠结心理：收下吧，无功受禄总
觉得不好意思；不收吧，又怕得罪
人——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化讲究
礼尚往来，收了我们的东西，人家
下次就得绞尽脑汁想着送点什么
过来作为回赠……

我父母偶尔会从乡下过来和我
们一起住段时间。简朴了一辈子的
老人家，不仅对于城里媳妇这种“不
会持家”的行为不适应，还担心连
孙子都跟着学会“败家”了：“昨天
带个新玩具下楼玩，回来就没有了
……想教孩子学大方也不是这么教
的呀，什么东西都随随便便就给人
家，孩子以后到社会上会吃亏的！”

当然，为了儿子小家庭的和睦，
父母只会在我耳边发发牢骚，而
我每次都会劝他们放宽心 ：“儿孙
自有儿孙福啦！”但其实，我内心
也很担忧过度的“分享教育”会对
孩子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
说，他偶尔也会有些想不通 ：“为
什么我经常把东西分享出去，别的
小伙伴却很少跟我分享他们的东
西？”——我该怎么回答？

“那些妈妈认为对的事”系列报道之二——

孩子酷爱“分享”，妈妈欢喜爸爸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妻子数落丈夫“自己小气
还妨碍儿子学大方”，丈夫埋
怨妻子“自个败家还带动儿子
也跟着大手大脚”……发生在
岳阳黄先生家的矛盾，皆因当
下 亲 子 教 育 中 的 一 个 热 门 课
题——“分享教育”而起。

“那些妈妈认为对的事”系
列报道自上期推出后收到热烈
反响，很多读者打来电话“痛
陈”自家夫妻在教育孩子方面
的分歧，希望专家帮忙判定对
错。其中，一位黄姓爸爸的苦
恼颇有意味，一起来看看吧。

讲述 |
热衷“分享”的妈，会不会教出败家的儿？

观点碰撞 |
妈妈的导向很好，爸爸多虑了

分享不仅该有度，
还应讲究技巧

发声专家：朱佳
专家身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博士
朱佳认为，分享行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要经过

学习，且具有双面性，所以“我赞同案例中爸爸的观点，
即分享要有个合适的度”。

“在很多家庭里，都是由妈妈来主要负责对孩子
的品格教育。‘学会分享’是当下亲子教育的热门课题，
但建议一定要依据孩子的性格特点来施教。”朱佳称，
首先，妈妈们一定要将教育意图对孩子讲清楚，“我
曾经接待过这样的案例：一对母子长期感情不是很好，
经分析，症结居然是妈妈经常命孩子把自己的东西分
给其他小朋友，孩子不情愿，但又不敢不听，久而久
之便形成心理创伤——总觉得妈妈不够爱自己，什么
东西都要把好的分享给别人。”

据此，朱佳提出，教孩子学习分享不能全凭长辈
的一厢情愿，还必须随时观察并照顾到孩子的情绪变
化，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敏感的孩子。

如案例中的孩子就自己很少“被分享”提出疑问，
这即是一种情绪变化。“以前我自己的孩子就总是问
我：‘妈妈，为什么我每次都给别的小朋友带糖吃，而
他们从不带零食给我吃……’孩子的世界很单纯，他
们会觉得我给了你东西，你也应该给我，尤其是他把
东西分享给别的小朋友，而别的小朋友分享东西时却
没他的份，孩子往往会觉得很受伤。”朱佳认为，这
个时候，长辈应及时做好开解工作，顺势端正孩子对
于“分享”动机的认知，以及对于“度”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