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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谁家过年？爸妈的游说让我很受伤 
家长意见不统一，把决定权交给孩子——

■妈妈课堂

四招让你孩子爱阅读
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不用多说
了，小到提高孩子语文成绩，大到
提高修养、培养创造力，阅读的作
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工
作者认同。

“我给大家四条建议，这四条建
议能让 80% 的孩子爱上读书。”著
名教育专家孙云晓说。近日，孙云晓、
尹建莉等教育专家做客央视，就家
庭教育问题展开讲座，如何培养孩
子的阅读习惯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父母带头读书　
每个爱读书的孩子背后通常会

有一个“书虫”家长。
“爱阅读其实是孩子的一种天

性，就像他们爱玩是一样的。家长
要做的是，早早地把书籍引入他的
生活。”尹建莉说。

随着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
家长中也不乏“低头族”（总是低
头看着手机、iPad 的人），再加上
同样拥有强大吸引力的电视和电
脑，很多家长在要求孩子每天读书
的同时，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远离图
书的人。

当孩子看到父母的眼睛时时刻
刻盯着屏幕，怎么可能喜欢上书本
阅读？

经常带孩子去书店或者图书馆
其实，不少家长心中都有一个

困惑：看视频难道不是一种阅读
吗？有专家指出，纸质阅读跟视频
阅读相比，在培养孩子想象力方面
有着巨大的差异。

有科学家把孩子分成两组，一
组是听人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一组
是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之后让两
组孩子画出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听
了故事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
相同，而且孩子们会根据自己的想
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形象、装
束和表情；看了动画片的孩子，画
出的白雪公主全都一模一样，因为
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又过了一
些天，科学家又让这两组孩子再画
白雪公主，听故事的孩子这次画的
和上次的又不一样，因为他们又有
了新的想象，而看过动画片的孩子，
画的和上次还是一样。

随着文字的跳动在头脑中不停
地进行想象，与随着画面不停地被
动接收一个现成的形象，哪个大
脑更具想象力？答案可想而知。

因此，英国教育专家早在几年
前就提出了，“如果你能让孩子在
12 岁之前不看电视，他们终身都
将获益”。

孩子在 10 岁之前，每天晚上
坚持给孩子读书

“全世界的父母都发现这个方
法非常好，孩子非常享受。让孩子
伴着故事入睡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情，而且还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孙云晓说。

在家里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和地点，要求孩子必须读书

有了上述三招，大多数孩子都
会喜欢上阅读，如果您的孩子仍然
没有跟图书做朋友，那么“在家里
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并在一个
固定的地点，要求孩子必须读书”。
孙云晓说，这段时间里谁也不要去
打扰，不用送水、不送水果，“半
个小时没有喝水吃水果没有太大
影响”。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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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宝贝，去奶奶家过年吧，那边有好
多好玩的，池塘里面还可以抓鱼呢！”

“儿子，妈妈跟你说，过年就得去外婆家，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坐飞机去呢，多好玩
呀，你不是一直特别想坐飞机的吗？”
……

春节马上就要来了，相信不少家庭
又开始纠结去谁家过年这个问题了。孩
子，自然也就成了夫妻俩争相讨好的对
象了，要知道，一般来说，谁说服了孩
子谁就赢得了主导权。好吃的、好玩的、
小伙伴、玩具等等，面对爸爸妈妈不遗
余力地给出的各种诱惑，孩子却郁闷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作为家长的我们不
妨反思一下：这样的做法真的可取吗？
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

孩子被逼得决定一天改一次
5 岁的浩浩发现这段时间爸爸妈妈对他的任何

要求简直都是有应必求，放假了不上美术班、吃肯
德基、买超人的玩具、去海底世界玩……浩浩可以
说是享受到了这一年前所未有的好待遇。不过，这
待遇自然是有目的的，那就是答应爸爸（或妈妈）
去奶奶（或外婆）家过年。

每年一到农历十一月份，爸爸妈妈之间的拉
锯战就开始了，如果一方不能说服另一方去谁家过
年，那就会把这个重任交给孩子来决定。去年，因
为外公刚刚过世，怕外婆一个人在家孤独，所以就
只能去外婆家过年。可是今年，浩浩的爸爸觉得应
该去自己父母家过年了，要不然家里人该有意见了，
自己的颜面也挂不住。因为，在农村，去男方家过
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商量的。如果
男方去了女方家，那就会被认为窝囊。因此，为了
争取到浩浩的支持，浩浩的爸爸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各种讨好。

不过，在浩浩的妈妈看来，这是强词夺理，是
农村的封建思想作怪，现在的城里人谁还管这一套。
自己是独生女，家里就母亲一个人了，而浩浩爸爸
那边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所以，自然就得去陪自己
的母亲过年。浩浩妈妈利用自己平时跟儿子关系好
这一点，不停地用各种生活小事来诱惑儿子，甚至
还背着孩子爸爸说说乡下奶奶家脏之类的话。

5 岁的浩浩左右为难，他也不知道该站在谁那
一边。昨天还在说去奶奶家，今天却又改口说去外
婆家。

双方老人也加入了游说队伍
“去年是我抓阄定的，今年又开始了，烦死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年都拿这个事情来争论？”这几
天，正在准备期末考试的思恒又有了一件烦心事，
因为父母又开始了每年都会上演一次的拉锯战——
去谁家过年。父母每次如果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就
会把决定权交给孩子。

在思恒的印象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多
回了，每次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小的时候，如
果要他决定去谁家过年，那基本上就是看他的心情，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称自己必须要考虑得全面一
点，顾及到父母双方的感受。

更让思恒苦恼的是，有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婆两
边的人也会插进来做说服工作。“奶奶有时候跟我
打电话就会说，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孙子，奶奶岁数
也大了，也不知道还能和你一起过几个春节。”这
些话让思恒很为难，他觉得自己怎么做对另一方都
有愧疚。

去年，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思恒生气地
对父母说：抓阄来定。结果抓到的是外婆家，妈妈
自然是高兴。可是，大年初四去奶奶家拜年的时候，
思恒就明显感觉到了爷爷奶奶心里对自己的不满和
怨恨。

1、奔波型：两边跑 三十婆家初
二娘家。不少“80”、“90”后夫妻的
春节假期都是两边跑，大年三十匆匆
赶到婆家，大年初二再搭夜车到娘
家。“说是假期，实质上比上班还累，
回到工作地后要休息好一段时间才
能恢复元气。”有人吐槽称。

2、轮流型：一年一家 幸福轮
流享。结婚之初，不少家庭会商定，
婚后每年春节，轮流回双方父母家。
如果去年春节是在婆家度过的，按
照约定，今年就要在娘家过年了。

3、分离型：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平时工作忙，很少回家看父母，父母
都上了岁数，一年到头就盼着这两天
儿女回家团圆。所以，不少成了家的
独生子女，为了让双方老人都不寂寞，
只有各回各家了。

4、合一型：娘家婆家 大家一
起过年。为了化 解这个难 题，有些
夫妻会选择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
案——谁家也不回了，就将双方父母
都接到工作地点来，6 口人过个真正
的团圆年。

让孩子来决定到底去谁家过
年的做法看似给了孩子充分的尊重
和决定权，实际上这是在故意为难
孩子。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世界
很简单，爸爸说奶奶家有好玩的，
妈妈称外婆家有好吃的，那孩子该
听谁的呢？父母的劝说越强烈，孩
子越会不自觉的困惑起来，想为什
么这事要我来决定呢。同时，他还
会有这样一种担心：这个问题爸爸
妈妈意见完全不一样，他们为什么
会这样，难道是他们的关系不好？感
情出了问题？这就会引发孩子不必要
的担心和顾虑。如果孩子稍微懂事
点，那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的压力
就会很大，不知道该讨好谁，更不
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双方都满意。

此外，让孩子来做决定也是
有风险的。因为，孩子是从他自己
的角度、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做决
定的，并不会去衡量太多，甚至就

是根据某些细小的片段或者是他
自己的喜好来决定，那这个决定对
于家庭而言，未必就是合适和最为
周全的，进而可能会导致大家庭的
不和谐。另一方面，虽然说，夫妻
双方都声称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但
孩子一旦做出了选择，肯定会有一
方不乐意，甚至埋怨孩子。这就让
孩子承担了不该承担的压力和职
责。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双方不能达成
协商一致意见，那也不能把“皮球”
踢给孩子，让孩子来做这种两难的
选择。如果父母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的意见了，那就可以跟孩子讲，告
诉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决定，这样就
既尊重了孩子，同时也有利于培养
孩子思考问题更为周全。

——湖南省脑科医院心理卫生
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刘国阳

■人物故事 ■记者调查
2014 年春节来临前，新京报

抽样调查 100 对在京工作、老家
不在一地的夫妻，有 28 对夫妻曾
为了过年回谁家而吵架，同时有 19
对夫妻经过“较量”，干脆把老人
接进北京过年。国内民意调查机构
零点指标的调查显示，在调查的 6
个城市中，因“除夕去谁家过年”
发生过争吵的夫妻达 28.4%。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近日围绕
父母游说孩子回哪家过年这个话
题，采访了部分家长和孩子。不少
人表示，家里确实会为去谁家过年
的事情争吵，最后大多是把决定权

交给孩子。“我们家每年都是听孩
子的，孩子去哪，我们就去哪。不过，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只要今年孩
子去了谁家过年，那给的压岁钱就
会特别的多，而另一边也绝对不会
少，还会哄孩子说你要是在我们家
过年那红包会更大。”有妈妈说。

“能不能不要这样子，我不想
做这样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最
好的办法就是在长沙过年，我们
一家 三口过不也挺 好的嘛？”13
岁的贺西勤告诉记者，每年一到
这个时候就会很烦躁，去谁家过
年都一样，有什么好争的。

■专家在线

回家过年四种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