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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畅
湖南长沙人，作家、

心 理 治 疗 师。“ 我

是愿意和孩子一起

成长、勇敢在孩子

面前承认自己不足

的职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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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

孩子斗智斗勇������

家长���������������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为之，�为之�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暑期开始了，不少家长都给孩子计划了

劳逸结合的假期生活。不过给娃排好任务

还不算完，还有一个该怎么激励的问题。

毕竟在家里学习不比在学校，没有自

然而然的学习氛围，大部分孩子的自主性

也有限，所以，必要的时候家长还得上一

点激励的手段，不但可以增加孩子们学习

的积极性，也少了家长的口舌之劳，那么，

如何奖励孩子才最有效呢？

关于奖励，西方心理学家德西在 1971年

做了一个专门的实验。

他选取了一些学生去单独解一些有趣的智

力难题。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抽调的

全部学生在解题时都没有奖励；第二阶段，将

学生分为两组，实验组的学生完成1个难题可

得到1美元的报酬，而控制组的学生跟第一阶

段相同，无报酬；第三阶段为自由休息时间，

每个学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研究人员观察学

生是否仍在做题，以此作为判断学生对解题兴

趣的指标。

实验组(奖励组 ) 学生在第二阶段确实十

分努力，但在第三阶段继续解题的人数很少，

这说明：奖励组对解题的兴趣衰减得快。而控

制组( 无奖励组 )的学生有更多人休息时间在

继续解题，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增强。心

理学上把这个规律叫“德西效应”。

“德西效应”认为适度的奖励有利于巩固

个体的内在动机，但过多的奖励却有可能降低

个体对事情本身的兴趣，降低其内在动机，最

后只能依靠外部动机行动。

所以说，奖励孩子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主要是看父母是否用对了方法。好的

奖励结果，是增强了孩子的荣誉感自信心，让孩

子自然而然往好的方面努力。而坏的奖励结果，

就是改变了孩子做好事、做好行为的动机，还

会让孩子变成了一个喜欢讨价还价的“势利鬼”。

怎样奖励孩子，效果才最好呢？我给出几

个小建议。

1不要把奖励变成交易。比如“如果你好好

写作业，爸爸妈妈就让你看动画片” “你

按时睡觉，爸爸妈妈就给你买想要的玩具” 

家长这种“交易式”的奖励对孩子很不利，非

但不能规范孩子的好行为和好习惯，反而会激

发孩子下一次说“不”，直到和家长讲条件，才

会勉强顺从。

不如，家长把奖励换成“神秘礼物”，然

后告诉孩子，当他完成了某件任务之后，就可

以得到这个神秘礼物。这样的话，孩子更加有

动力也更有兴趣去完成这个任务，也会让孩子

和家长之间的互动更加亲密。

2奖励要及时。年龄越小的孩子，越要及早奖

励，否则会使奖励失去效力。孩子对家长的

许诺记得最清楚，如果答应了却不兑现，或推

迟兑现，都会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守信用的坏榜

样。不要向孩子许诺你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

用其他东西或奖励方式代替你答应的事情。

3奖励不应该重结果，更应该看过程。奖

励主要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

比如改掉了不爱刷牙的坏毛病，就可以得到奖

励。热心地帮助了同学，也可以得到奖励，而

不仅仅是成绩。即使是看成绩，跟孩子说“因

为你考了100 分，因为你成了第一名，爸爸妈

妈才奖励你”，不如告诉孩子“因为你很努力，

因为你有上进心，所以才得到了奖励。”传递

的信息和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奖励孩子，把握好这三点很重要

亲子专家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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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奖励孩子最有效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这些火出圈的故事告诉你：为什么要上好大学

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内容

A前几天，杭州一位老爷爷火了。

他在 86 岁的年纪考到了驾照。

这位爷爷考驾照的原因很暖：为了方便

带动了手术的老伴出门。报名考驾照时，很

多驾校都不收他，只有一家驾校答应他可以

试一试。这位“高龄学员”高分通过了科目

一和科目四，练习科目二时，他拿着本子一

边记，一边实践，令教练敬佩不已。

一本驾照，让老爷爷成了名人，一扒他

的经历，用“惊天动地”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老爷爷叫孙振锄，1964 年毕业于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

程学院）原子工程系核爆炸测试专业。从事

核武器的科研试验工作整整 32 年，曾多次参

与核试验，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

功试验。

“我总是喜欢研究新事物”，早年的学习

和工作经历，让孙老始终保持着学习的习惯。

没想到，因为一本驾照，这位一直深藏功与

名的老人再也藏不住了，他也让我们看到，

一所好大学，给予人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培

养受益终身的好习惯。

 

B每到毕业季，总有一些“神仙寝室”火

出圈。

2022年，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一间女生寝

室4人和一间男生寝室6人全部被华中科技大学、

东南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院校录取为研

究生。

2021年，中南大学一男生寝室4人全员保研，

分别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其中1人直博。

2020 年，中国地质大学某寝室的8 名女生

全部保研成功。其中4人被保送本校，另外 4 

人分别被保送到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

“每当看到室友都在努力学习，我也会不自觉

地放下手机，拿起书本。”“神仙寝室”中的一

员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这些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和谁在一起，比

你自己是谁更重要！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

性也，积靡使然也。”把一个人放到什么样的环

境中，他的习性也会跟着环境改变。

考上一所好大学，就是进入一个好圈子！

C“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

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

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

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

还记得这份致谢辞吗？

它的作者黄国平，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

县南端一个名叫炬光的小村，曾经多年是国家级

贫困地区。他12岁时，母亲离家，17岁，父亲

因交通事故离世，同年，一起生活的婆婆（奶奶）

病故，靠摸黑抓黄鳝、钓鱼糊口，时时刻刻面临

着断口粮的威胁；没有伞遮雨，只能穿着湿漉漉

的带泥的衣服去上课；没有鞋穿，夏天光脚走

在滚烫的路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是晚

上最开心的事……面对命运给出的“困难”模式，

黄国平并未自怨自艾，而是选择攥紧读书改变命

运的信念。

如今黄国平完成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学

业，成为人工智能实验室“腾讯 AI Lab”高

级研究员，终于扛过了命运的残酷碾压，完

成华丽转身，这与他自身的不懈坚持和努力

奋斗是分不开的，但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考上西南大学是改变他人生的关键一步。

2007 年，黄国平第一次高考，考上了一

所本科师范类学校，当时亲戚们都劝他去读。

众所周知，师范类院校学费相对低，而且对

贫困学生设有很多补贴，这无疑有利于改善

黄国平的经济窘境，然而，黄国平选择了复读，

他要考上好大学、学中意的专业。

2008 年，黄国平冒着胃出血可能随时倒

在考场上的风险参加高考，最终被西南大学

计算机专业录取。在这里，黄国平不但收获

了丰厚的专业知识，取得本科学历，并通过

勤工俭学让自己的经济条件得以改善，更重

要的是，他获得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博连

读的保研资格。这之后，才有了火遍全网的

致谢辞，大家才知道了这样励志的故事。

“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

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黄国平的话很朴实，

但朴实里潜藏着对知识的执着追求，那是改

变命运的金钥匙。

一所好大学，正是知识的宝库。

2022 年的高考已经尘埃落定，几家欢喜

几家愁。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深造，可喜可贺；

如果只是被普通大学录取，虽然名声不是特

别响亮，也不必要自暴自弃。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标，总有

一段精彩属于自己。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程，一段风景，

不代表全部，更不是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