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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或恐惧是人的本能，虽
然宝宝在婴儿期的记忆随着成长
会慢慢消退，不过，其实一个月
大的小宝宝也会有恐惧和害怕哦。
那不同年龄段的宝宝们都在害怕
什么呢？

1-6 个月
婴儿在早期，听觉是较为敏

感的。因此，较大的噪音会使婴
儿产生恐惧。但偶尔的一两次刺
激，不至于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
在婴儿哭泣时，给予足够的安抚
就可以了，避免连续让婴儿接受
令他们恐惧的噪音继续强化。

6-9 个月
在婴儿期，对于新奇刺激，

特别是陌生人，产生的反应取决
于多种情景因素。

婴儿对陌生人普遍有恐惧感，
但在不同情况下表现却不同。因
此，在这一时期，父母要对婴儿
与陌生人的接触保持警觉，尽可
能为他们提供比较安全的环境。
在婴儿出现不安情绪时，父母应
该及时进行安慰。同一时期，婴
儿还会对高度产生恐惧。因为婴
儿在这时已对高度产生感知。不
过，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身体

控制能力的增强，这种恐惧会慢
慢消失。

12-24 个月
儿童与看护者分离所产生的

焦虑高峰出现在 18-24 个月时，
而且是极为普遍的反应。儿童对
分离产生的反应，取决于许多因
素，包括年龄、过去的分离经验、
对环境所具有的控制能力等。当
儿童进入学龄前期时，与监护人
的分离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
如熟悉的人是否在场、环境是否
熟悉，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如何
等。通常，和母亲建立安全的依

恋关系的孩子，在母亲离开时分
离性焦虑要明显轻得多。他们知
道母亲会回来，在母亲离开期间
会待在比较适宜的环境中。

2 岁以后
在进入第二年后，儿童的恐

惧变得更为个人化。对于较为具
体的刺激产生的恐惧反应，让位
于对想象出来东西的恐惧以及对
未知情况产生的预想性恐惧，比
如独处、黑暗、死亡、绑架者及
抢劫者等。一般来讲，这些恐惧
在 4 岁时达到高峰，并在 4-6 岁
这一年龄段维持高峰，此后高峰

开始下降。
 6-12 岁
在 6-12 岁期间，恐惧大多与

学校、身体损伤和自然灾害有关。
更为抽象的社会焦虑和对成绩的
焦虑出现，对于损伤、自然时间
和社交产生的恐惧可以维持一生。
儿童除了对自身关注外，也会对
父母关注，他们害怕父母死亡。
轻声安慰的话语可以降低孩子的
不良反应，还要认真倾听孩子对
恐惧的表述，并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理解他们的心情。

一家 6 人 4 种方言，2 岁孩子不会说话

家里口音多，学说话的孩子怎么办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近日，网上的一则新闻
引起了大伙的热议，说的是
西安一个两岁的孩子凯凯至
今仍然不会说话，医生一问
才发现，是家里的语言环境
太复杂：一家 6 人 4 种口音。
这导致小孩子不知道该模
仿谁的发音，从而语言发
育迟缓。看到这里，相信
大家对于这种现象也是深
有体会，毕竟现代社会的
人口流动性太大，家庭的
地域组成较以前也要复杂
得多，一家人很容易出现
3 种以上的口音。这确实
会让牙牙学语的孩子无
所适从。爸爸妈妈在努
力教普通话，爷爷奶奶
又另有一套，外公外婆
还有一套……每天都在
这样的环境下，孩子还
能好好说话吗？不过，
说了这么多，估计家长
们早就已经按捺不住想
要知道解决的办法了。
别急，看看下文就知
道了。

不同年龄段的宝宝都在害怕什么
妈妈课堂

王鹏是娄底双峰人，大学毕业后
就一直在长沙工作，2010 年和一个岳
阳女孩买房结婚的。婚后小两口的生
活一直都很甜蜜，基本上没什么矛盾。
他们的孩子在 2012 年出生了，本以为
这个漂亮小生命的到来会让这个家庭
更加完美，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一
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自从小家伙出生以后，两边的老
人家就都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长沙。因
为小夫妻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老人家
自然是把这个孩子当宝贝一样的看待。
王鹏的岳父母是岳阳市人，而且都是
从单位退休的，而王鹏自己的父母则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说的也是一口城
里人根本听不懂的“乡下话”。身份的
差距，很多问题自然就来了。岳父母
觉得王鹏的父母是乡下人，没文化，
不会带孩子，跟孩子说话也是“外星
人的话”。孩子会开口说话后，还会偶
尔模仿爷爷奶奶的发音。就在爷爷奶
奶为孙子会说一两句双峰话而高兴的
时候，孩子的外公外婆却表现得很不
乐意，觉得这样对孩子影响不好，“乡
下话有什么好学的，土里土气的”。

外公外婆的普通话虽然也不是很
标准，但至少能让孩子听懂，而且他
们还会教孩子说岳阳话。这让爷爷奶
奶很不满意，因为按照农村的说法，
孙子是爷爷奶奶这边的人，外公外婆
再怎么样也是外人，所以孩子的教育
自然得由男方说了算，女方是没有发

言权的。而现在外公外婆却以主
人翁姿态在教育孩子，尤其是私
底下告诉孩子不能跟爷爷奶奶学
说双峰话。

于是，家里经常出现这样的
情况：王鹏和他父母说双峰话，
而王鹏的妻子则和她父母说岳阳
话。这让王鹏夫妇很是无奈，因
为孩子时而蹦出一句双峰话，时
而又说一两句岳阳话和普通话，
但是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种语言，
孩子都说不太清楚。“为什么就不
教孩子说双峰话？明明就是我们双
峰的孙子，学家乡话也是理所应当
的。”王鹏的父母觉得是儿子没用，
在家里做不了主，王鹏觉得很无奈：

“学双峰话是可以，但也得有那个语
言环境，不能逼着孩子学吧。至少
得先学会普通话再说，更何况孩子
的妈妈也不是双峰人。”

就因为孩子语言的问题，一家
人经常闹矛盾，有时候甚至发展成
公开的争吵。后来，一家人心平气和
地坐下来就孩子的问题谈了很久，王
鹏提议以后在家只能说普通话。一听
到这话，孩子的爷爷奶奶当时脸就绿
了，第二天就气冲冲地跑回双峰老家
了。王鹏一方面不停地安抚父母，一
方面又想着，这样也好，等孩子稍微
大点，估计就不会再为这些事情吵架
了，那个时候再接他们过来住也不迟。

上文提到的西安凯凯小朋友
的父母下定决心要净化家里的语
言环境，剥夺了爷爷奶奶，姥姥
姥爷日常照顾孙子的权利，夫妻
两人也不再说英文，每天用普通
话教孩子说几个词语短句。一个
月下来，凯凯果真开口说话了。“看
来孩子是被铺天盖地的新事物吓
住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应该循
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
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的成长。”
凯凯的妈妈初女士说。

网友“皇冠”：
老公父母是山东人，请的保

姆是四川人，我和我老公说普通
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不
影响孩子，就这个问题经过讨论
后达成共识——不当着孩子面的
时候，可以说自己的语言，但是

孩子在场的话，无论是谁，都只
能说普通话。虽然口音是没
办法改变的，但是必须得
讲普通话。

网友“蓬蓬妈”：
我赞成女儿学方

言，我婆婆是说山东
话的，公公说河南话，
我和老公一般都用
普通话交流，所以我
女儿的语言环境很复
杂。自己之前也怕女
儿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不
好普通话，但是慢慢地我
发现，女儿在这样的语言环
境中游刃有余。与其担忧，还
不如干脆放手，没想到她一下子
就会三种语言了，并且运用自如。

方言也是一种语
言，小孩子在多种口音
的语言环境中生活，有
利也有弊，关键就在于
家长要在孩子不同年龄
阶段采取不同的做法。
0-3 岁是孩子的口头语言
敏感期，他们开始模仿
大人说话，尤其是 1岁以
后，孩子开始学习发音。
在这个时候，如果家里有
多种口音，会让孩子手足
无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模仿和学习。这就会导致孩
子的语言发育相对要迟缓一
些，学说话也会较别的小孩
晚一点。3岁以后，当孩子
学会了一种语言后，这个时候，
多口音或者是几种语言环境，
对孩子的语言中枢系统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可以
促进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

因此，在 3 岁以前，即
使是家里有多种口音，也要
尽量保持一致和孩子说普
通话，让孩子先学会一种
最基本的语言。到了3 岁以
后，如果家长想让孩子学习
方言，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家长不用担心孩子3 岁以后
的语言学习能力会减慢，他
们还是可以像学第一种语言
那样迅速。对于很多家长在
普通话之后又让孩子学习英
语的做法，那最好是在 3-8
岁之间，研究表明，这是学
习外语的关键期。

——万湘桂（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负责人、教授）

孩子说话晚，试试这些补救方法
1、注意说话技巧，坚持使用普通话与宝宝交流。家人

不能因为普通话水平较差就放弃在家和宝宝说普通话。要知
道，即使是带有方言腔的普通话也比纯粹用方言与宝宝交流
更有益于他学普通话。

2、父母要掌握孩子学说话的情况。父母尽量利用下班
后和双休日多多与孩子说话，鼓励孩子多说话；如果发现孩
子发音上有较明显的方言痕迹，应及时纠正，但不要发脾气。

3、安排孩子多听广播或电视的儿童节目。适当(每天不
超过半小时) 看电视上的少儿节目，也可给孩子听或看

幼儿讲故事和儿童节目的光碟，以便孩子接受普通
话的熏陶。

4、多创造机会与人交往。让孩子与邻居、
亲友等说普通话的孩子和成人多接触；有
条件时，尽早 (3 岁左右) 送孩子去幼儿园，
在群体活动中学说普通话更容易。

5、适当运用鼓励手段。宝宝能够
正确地说普通话，你要给予积极的鼓励，
以激发其说普通话的信心和勇气。

6、帮孩子说完整的句子。宝宝牙
牙学语时所说的话，大多都是几个简单
的词，却包含很多内容，例如“要吃饼干”、

“看爸爸”等，他们总希望大人能理解他
们的意思。照顾者应帮助孩子说出他想说

的完整句子，然后让宝宝跟着说一遍，教孩
子完整的表达方式。

7、在随意自然的环境中提高宝宝学说普通
话的水平。不能强迫孩子讲普通话，最好在随意、

自然、无拘束的氛围中引导宝宝说普通话。

大家支招

孩子到底该学那种话？
人物连线 专家连线

3 岁以前家庭中尽量用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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