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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千万不要以为你的态度，包括表情、语气和目光无足轻重，只有好心就足够

了；不肯在表达方式上花心思，孩子难以心服口服地接受批评。因为，有时候他

们拒绝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父母的态度。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最为正确的呢？在

教育孩子上面，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呢？下面带您一起来看看吧！

忌讳一：皮肉之苦最伤孩子自尊

5 岁的宣宣弹琴时表现出极大的随
意性，老师讲过的正确指法、手型和要求
在她的脑子里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迹，仿佛
从来就没有学过似的。妈妈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外加亲自示
范，可宣宣摆出了一副不合作的态度，在
琴凳上扭来扭去，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
厕所，没过两分钟又嚷嚷着累了要歇会
儿。

内心的怒气终于冲破了忍耐的底
线，妈妈一巴掌挥了过去，宣宣的手背顿
时就红了———说服教育升级为武力惩
罚。

“剪枝”有方：

将批评升级为“战争”，那就是父母
的不是了。幼儿还没有形成自我评价体
系，他们是通过成人尤其是父母对自己的
评价来看待自身的。而且，脆弱的内心特
别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这能给孩子自
信，也能使他们愉快地接受批评。批评的
艺术在于正强化，而非负强化。与其强化
孩子的弱点或全盘否定，不如将孩子的点
滴成绩和好的苗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挂在嘴边，强化其好的一面，给予必要的
指点，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潜力，提升自信。
所以，妈妈此时不如使用“表扬式的

批评”方法，去发现孩子的点滴长处，先
褒后批：“你的左手手型比右手的漂亮，
左手三指比二指好看，这一遍强弱感觉掌
握得不错”，接着再提要求：“右手能不能
也像左手那样漂亮，二指能不能往回勾一
点，速度如果再放慢一点会更好。来，我们
来试一试，我想宣宣一定没问题！”孩子
需要在比较和实实在在的夸奖中发现自
己的差距，如果父母肯定了孩子的一点成
绩，她会有信心纠正自己的九个错误；相
反，父母对孩子的一个错误采取粗暴的方
式，她很可能会毫无心情保持自己的九个
优点。

忌讳二：失控的情绪难以给孩子正确引导

陶陶每天都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玩
具散落一地，画笔、画纸摊满了桌子，床上
也堆着他的各种小玩意儿，自己最喜欢的
书也十有八九到想看的时候不知道去哪
了。多次的提醒仍然没能使陶陶有任何改
观。
屋内的一片狼藉点燃了妈妈心中的

怒火：“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从哪儿拿来
的东西玩完了还放回哪儿去。你就是不长

记性，你不收，看我全把它们扔掉！”说着
假装把孩子最心爱的玩具扔了，接着是一
阵急风暴雨般的叫嚷。

“剪枝”有方：

千万不要以为你的态度，包括表情、
语气和目光无足轻重，只有好心就足够
了；不肯在表达方式上花心思，孩子难以
心服口服地接受批评。因为，有时候他们

拒绝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父母的态度。
心平气和地批评孩子，有助于保持良好的
亲子关系，也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所以，最
好管住自己的脾气，让自己息怒。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一

个很难养成的习惯，妈妈应该对陶陶耐心
一些。先和孩子一起收拾，能收好一件东
西就鼓励一下。孩子被妈妈的肯定激励
着，会慢慢学会独立整理自己的物品。

忌讳三：过滥的批评引来逆反

玟玟有一大盒子各种形状的小珠子，
串起项链漂亮极了；但当她看到别的小朋
友拿着几个透明的围棋棋子充当“夜明
珠”时，哭着喊着要，对方不给，她就把人
家装“夜明珠”的小瓶子扔到地上……

玟玟的举动让妈妈觉得很没面子：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明白
呢？不能总是看着别人的东西好，你家里

的玩具还少吗？自己的东西扔在一边不
玩，一看到别人拿点什么就跟宝贝似的，
真没出息……下次再这样，我绝不再给你
买任何玩具！”

“剪枝”有方：

漂亮的和新鲜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
一种诱惑，抵御诱惑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所以，父母不妨告诉孩子：她喜欢自
己没有的东西并没有错，但他人的东西我
们不能要、更不能抢或毁坏。接着向孩子
讲清楚：世界上的好东西多得数不清，我
们不可能全部拥有；如果特别想要，就得
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比如如果对方愿
意，可以用自己的漂亮珠子和小朋友换。

据铸基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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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孩子有爱心、懂得照顾别人、善于与人交
往，什么方法最有效？
是讲道理、培养习惯，还是为孩子做出榜样？
为什么同样的方法有的人用有效，有的人用却无

效？其实，一种教育方法是否有效，关键不在于它本
身，而在于它在什么样的亲子关系中运用。

将近半个世纪前，心理学家就发现：父母的养育
风格，直接决定了亲子交往的质量，是影响教育效果
的神奇“开关”，对于孩子的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影
响深远。

父母的养育风格，可以分为 4种类型：

◎权威型

·父母的特点：关心孩子、倾听孩子，对孩子的需
要能作出敏感的反应，给孩子贴心的帮助，让孩子感
受到温暖和关爱。对孩子提出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
是一个人适应社会所必需的，而不是从父母自身的喜
好或者情绪出发的，因此也是理性的、一贯的。向孩子
解释为什么要对他提出这些要求，同时鼓励孩子与自
己交流。
·家庭的气氛：父母和孩子很亲密，情感和思想的

交流都很充分。 孩子觉得父母可亲可敬，信赖父母，
对父母的教育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父母在孩子心目
中有很高的威信。
·孩子的发展：孩子易于形成友善、真诚、合作、自

立的品质，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社会适应良好，能
愉快而自信地学习。

◎专制型

·父母的特点：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且要孩子无
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旦孩子违反，会严厉地
惩罚孩子。与权威型父母相比，他们对孩子提出的要
求更多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很少跟孩子解释为什么要
这样做。不关心孩子，孩子感受不到他们的温暖和支
持。
·孩子的发展：在这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容

易形成行为上的两面性，而且焦虑、退缩、不满、对人
缺乏信任，同时也缺乏自信，心情不开朗，容易产生报
复心理和攻击行为。

◎纵容型

·父母的特点：无条件地爱和接受孩子，但对孩子
没有要求，不加控制，或者即便提了要求，也不坚持让
孩子做到，大有尽量让孩子自我管理的味道。
·孩子的发展：由于缺乏指引，孩子常常不知道一

件事情自己该不该做、做得对不对。
这些孩子看上去是家里的“小皇帝”，但是内心

常常焦虑不安，而且心理发展不成熟，自控能力很差，
缺乏进取心和探索精神。

◎忽略型

·父母的特点：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需要中，既不
关心孩子，也不对孩子提要求。对孩子漠然、拒绝，亲
子之间缺乏交往和沟通。
·孩子的发展：产生很多行为问题，身心都得不到

健康发展。

养育风格理论得到了很有力的证实，但是，人们
也发现，当它走进东方文化时，却需要重新审视。传统
的中国家庭强调孩子孝敬父母、父母严格管教孩子，
很容易被划分到专制型中。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子孝”的另一面是“父慈”：父母既要教给孩子适当
的行为规范，也要给孩子温暖和关爱，保持家庭和睦。
这更接近权威型的养育风格，而不同于专制型父母对
孩子的苛求和支配。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利于孩子成长的亲子关系
中，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那就是：父母对孩子成长的
期待和关怀。

据搜狐教育

父母4种养育风格
决定孩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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