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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姜艳丽 （湖南省儿童医院
重症监护二科）

糖果应该是小儿最喜爱的零食
之一。糖的主要作用是产生热能，有
甜味，在体内消化吸收快，对维持身
体正常神经功能和肌肉的活动起到了
良好的作用。

小儿对食物的味道很敏感，常
常提出吃糖果是很自然的要求。糖果、
甜食等主要是由糖、油、面粉制成的，
其主要营养成分是糖类，热量较高，
而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素却很少。有的
小儿常在饭前食用糖果或甜食，喝过

多过甜的饮料。小儿多吃糖类食物，
不但容易影响小儿正常的食欲，使胃
内消化液减少，时间久了还将严重妨
碍小儿的正常发育。糖是从淀粉转化
而来的，淀粉在制成糖的过程中，维
生素 B1 全部被破坏，直接影响到体
内丙酮酸的代谢。后者若大量存在
于血液中，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及心
血管系统，导致疲乏、食欲降低。

小儿临睡前最 好 也不 要吃糖。
有些小儿没有临睡前刷牙的习惯，吃
完糖后，残留的糖可在口腔内发酵，
导致细菌生长，发生龋齿。

小儿吃糖太多影响正常发育

广西南宁市民蔡女士家有 5
岁男童涛涛。去年寒假里，他跟
着妈妈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之
后，我发现涛涛性格变了，原本
内向的他变得爱打架了。”原来，
涛涛长得胖嘟嘟的，比较惹人爱。
那次聚会上，自然成了焦点。“涛
涛，你长那么帅，班上肯定有很
多小女友吧？”一位阿姨调侃说。

“快叫阿姨，就给你一个红包。”“不
对，叫姐姐。”内敛的涛涛低头不语，
但周围的叔叔阿姨仍旧跟着起哄。

“那么腼腆，你是个女孩子才对。”
这时一位阿姨边说边抢过涛涛手
中的遥控汽车，涛涛“哇”地急
哭了，冲过去对这位阿姨一阵拳
打脚踢。一桌子大人见状都大笑
起来。

蔡女士称，没想到之后涛涛
先是不愿出门，后来遇到有人再
逗他，他就打人。问他为什么？他
说 ：“我讨厌他们逗我。”这才让
蔡女士意识到他的心理变化。

来源 ：《南国早报》

这样逗孩子会“伤”到他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实习生 邓黎黎

“来，小宝贝，叫姐姐！”“什么姐姐？明明就是阿姨！”……相信这样逗孩子
的情景，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以见到。出于对孩子的喜爱或者是为了表达热情，很
多人一看到小孩子就会凑过去逗一逗、捏一捏。于是，三五个大人围着一两个小孩逗，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最后的结果却往往是小孩子被逗哭，或者默默地站在一边不说
话了。其实，逗孩子也是有讲究的，方法不当，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35 岁的苗苗自从有了弟弟
后，在家里明显就没有以

前活泼了。尤其是当她看见爸
爸妈妈带着弟弟一起去外面打
工，而她独自跟奶奶留在农村
的时候，她就表现得更加不开
心。“苗苗，你爸爸不要你了

呢！他现在有了你弟弟，就不
喜欢你了。”“你骗人，我爸爸
昨天还打电话回来说，要给
我买书包。”面对邻居的逗乐，
小女孩开始还理直气壮地回几
句。“你怎么那么傻，他要是
喜欢你，怎么不把你一起带到

身边？你弟弟在外面可好玩了
……”被邻居这么一说，苗苗
就哭着要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奶奶哄了好久她才罢休。但经
常被邻居这么逗闹后，孩子有
时候就会在梦里大声喊叫：“爸
爸，不要丢下我！”

家住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的
小辉，平时就喜欢拿小孩子取乐。
今 年 2 月 12 日下午， 看 到 本 村
的强强正和两个小伙伴玩耍，便
一边搂抱强强一边在他身上挠痒
痒，还把手伸进衣服里“取暖”。
这时，蒙蒙和其他几个小孩子恰
好路过，小辉上前拦住蒙蒙，把
手伸进蒙蒙的衣服里，还喊强强
也来“取暖”。蒙蒙见状，心中百
般不乐意，便和强强扭打起来。

蒙蒙哭着跑回家，把事情告诉
了父亲赵鑫。赵鑫听后来到街上找
小辉理论。由于言语不合，二人对
骂起来，继而开始相互殴打。赵鑫
回家没多久就死亡。经鉴定，赵鑫
属冠心病急性发作、前壁心肌梗死
致心源性猝死，死亡诱发因素为情
绪激动和轻微外伤。得知这一消息，
小辉感到万分内疚。近日，博爱县
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小辉
批准逮捕。          来源：《焦作晚报》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的
沿江风光带一直是孩子游玩的
好去处。近日，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在沿江风光带的风帆广
场附近发现，大人逗乐孩子的
情况很常见，而且方式和方法，
有些跟上文提到的情景很类
似，如有的娭毑开玩笑说：“小
姑娘，你咋这么胖，你爸妈天
天给你吃什么了？”还有的妈
妈逗别人家小孩：“你不是你
爸妈生的吧？要不然怎么一点
都不像他们？”……记者也发
现，被逗的小孩有些能很从容
地应对，但大部分孩子还是会
有点束手无策，不吱声或者是

干脆跑开。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随后

和这些逗乐孩子的人进行了交
流。在聊天的过程中，记者发
现，他们并不知道逗乐孩子会
伤害到孩子的心理，“就开个
玩笑，能有什么影响！”“不
会的啦，我们家孩子经常被别
人这么逗。”……

然而，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当
很多人都觉得逗孩子不会产生
任何负面影响的时候，有些妈
妈却表达了她们的担忧。“我
家孩子就经常被逗哭，她本来
就很内向，有时候别人一逗她，

她就更加不敢说话了。”陈思
聪妈妈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逗孩子也是要讲究分寸的，
有时候看到亲朋好友逗自家孩
子，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不对，
却碍于情面不好说。每次只能
让孩子受委屈，孩子也越来越
反感这种社交了。

“我也不喜欢别人逗我们
家孩子，感觉跟耍猴一样。孩
子又不是宠物，不是用来逗着
玩的。你要是喜欢我家孩子，
那你可以跟她做游戏、讲故事
或者是抱一抱都可以，但不要
随意地逗孩子玩。”贺妈妈如
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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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大多认为逗孩子不会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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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妈妈带着 4 岁儿子参加公
司的聚会。由于孩子长得

比较可爱，因而一到场就立
刻 吸 引 了 很 多 人 前 来 围 观。
妈妈指着一位女同事对孩子
说：“宝贝，叫姐姐！”这话
一 说， 旁 边 的 人 立 马 起 哄：

“哎呦，都一大把年纪了，还
好意思让人家叫你姐姐呢！”

妈妈也笑了笑，还是让孩子
叫姐姐。“叫阿姨”，“叫姐姐”
……孩子最后很无奈地哭了
起来。一看到孩子哭，同事
们都拿出好吃的、好玩的来
诱惑他：“你叫我姐姐，我就
把 这 个 娃 娃 给 你， 好 不？”
看得出来，孩子很喜欢那个
玩具，可他就是不敢开口叫，

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要叫姐
姐还是阿姨。到最后，孩子
始终没有开口叫人。“这么大
个男孩子了，连叫人都不敢
呀， 胆 子 也 太 小 了 吧？” 旁
边的同事还在那里开玩笑地
逗孩子，而孩子则很郁闷地
站在那里，整个聚会期间都
没怎么说话。

23 岁的浩浩长得很白净又
秀气，所以，每次一到公园，

就有很多人围过来逗他玩。“你
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看他
长得特别好看，很多大人经常
会这么故意逗他，“男孩。”浩

浩很腼腆地回答道。“你真的
是个男孩子吗？男孩子哪有你
这么白净的，要不把你的‘小
鸡鸡’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证
明一下？”浩浩不知道该怎么
办，就红着脸站在那里不吱声。

“你看吧，我说你是个女孩子
吧，哈哈！”被大人这么一逗，
这个时候，本来性格就比较内
向的浩浩就干脆躲到了奶奶的
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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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孩子最重要的是“无害”
逗孩子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

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
以加强小孩和大人之间的互动，
也有利于小孩尽快地熟悉和适应
社会。但在逗的过程中，很有可
能就发展成了捉弄，这就会对孩
子的心理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
是很隐蔽的，产生的影响却很长
远。因此，在 逗小 孩的过程中，
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下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无害”。
也就是说，一定不能伤害孩子的
自尊、自信或安全感，比如，大
人故意逗男孩问他是男是女，这
会很伤孩子的自尊，也不利于孩
子自信心的培养。而逗孩子说爸
妈不喜欢她（他）了，则会让孩子
很没有安全感。本来儿童时期就
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阶段，他

们需要通过自己最亲近的父母来
逐步建立一定的安全感，如果在
这个时候还这样逗她（他），会很
容易让她（他）一直处于没有安
全感的状态，进而对孩子的心理
健康产生影响。

再就是 要尊重孩子的感受，
在孩子 表现出不适时 该 立 刻停
止。大人喜欢把孩子当作取乐的
对象，而不把其当作独立的个人
来尊重。只娱乐自己和其他成人，
却不考虑孩子的感受，这样势必
会让孩子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反感。
要孩子称呼大人时，这个逗孩子
这样称呼，那个又逗孩子要那样
称呼，这种现象特别常见，孩子
经常是在大人的玩笑中手足无措。
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反感这样的
社交方式和场合。

父母要学会替孩子解围
作为父母，有时候看到孩子

被众人逗也很无奈，又苦于面子
问题，不好直接制止，而且事后也
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解释。其实，
家长们大可不必这样苦恼，还是
有很多方法处理这种情况的。首
先，如果孩子觉得自己被大人的

“逗”伤害了，那家长可以鼓励和
帮助孩子说出内心的感受，并对其
进行共情，也就是站在孩子的角

度去看这个事情。其次，对孩子担
忧或害怕的事情进行处理，给予
孩子安全感或者自尊、自信。如
对孩子说“妈妈永远都会爱你”，“你
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等。第三，
教会他一些抗议的方法，比如“我
不喜欢你这样逗我”，“我不喜欢
听你说这样的话”。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尹
霞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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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逗哭后性格发生变化

逗小孩玩一拳“打”死其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