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快讯家教快讯

家教周刊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第3期 总第3768期 2023年1月7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教育导报
微信号

教育导报网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JYDB

“我们就是太强了，还是要

经常撒撒娇。”演员霍思燕曾这

样表述自己的育儿理念。怕妈

妈着凉，儿子会专门帮妈妈买

热 咖 啡 ； 知 道 妈 妈 的 脚 受 过

伤，帮妈妈洗脚时，他会心疼

地帮妈妈按摩；霍思燕假装胆

小时，他会像男子汉一样去保

护妈妈。

许多人都感慨，“撒娇的妈

妈最好命”，其背后的原理是适

当的示弱。“示弱不代表要退化

成孩子的样子去和孩子嬉闹，而

是要真正放下父母的权威与孩

子交流内心的想法。”商雪梅

说。希望获得孩子的理解，需要

先一步与孩子共情，告诉孩子爸

爸妈妈对他的需要，孩子也能够

在爱的付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感。

想用反向的方法达到正面

的效果，除了可以适当示弱，商

雪梅认为坦诚也不可缺少。“坦

诚的交流能拉近彼此心的距离，

在真诚表达自己感受的过程中，

也 能 够 引 导 孩 子 学 会 换 位 思

考。”商雪梅以劝导沉迷网络游

戏的孩子为例，给家长示范了非

正面管教的有效表达。

“妈妈看你从 8 点钟一直打

游戏打到 10 点钟，心里其实不

是 生 气 ， 而 是 非 常 焦 虑 、 心

慌，因为我知道长时间使用电

子产品对你眼睛的危害，也明

白 合 理 安 排 时 间 对 你 的 重 要

性。所以，妈妈希望能够找到

一种方法，既能够满足你想打

游戏的需求，同时又不对你造

成伤害。坦白来说，妈妈此时

此刻也不知道方法在哪里，所

以我感到很无助。接下来，我

们可不可以拿出几分钟的时间

暂停一下游戏，一起来讨论一

下这个话题，但是，如果你一

定要打，我们也可以先等你把

这一局打完再说。……”

在这样的表达中，孩子首先

感受到的不是妈妈的管教，而是

妈妈的关爱。同时，家长明确表

达了希望孩子怎样做，也给予了

彼此商量的空间。“并不是我说

了这段话以后，孩子就能够立刻

改正过来。单纯的纠正行为是

治标不治本的，在慢慢来的过程

中，家长才能了解到孩子行为背

后的原因，设身处地地为他提供

帮助。”商雪梅认为，教育孩子不

能依赖惯性，家长需要多视角地

研判孩子当下的情感需求，考虑

清楚问题的本质，耐心地去帮助

孩子改变。

万法归宗，爱是本源。没有

哪一种方法是万应灵药，能在教

育的长跑中一举成功。商雪梅

建议，正反相间、严慈并济，把陪

伴、尊重、支持、包容、赏识、关爱

融入到所谓的育儿策略中，才能

与孩子共同成长。

教育家卢梭认为，2-12岁是儿

童的理智睡眠期。对待这个阶段的

孩子，最好的方法是听命于自然，

让他们从经验中得到教训，而不是

进行道德灌输，即让孩子从自身错

误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中认识错

误，吸取教训，从而学会自然法

则，自行改正。

因为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自我

意识逐渐萌发，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强

烈。当他们执意去做某些不合理的

事情，父母既不训斥、也不讲道理、更

不安慰，而是反其道行之，让孩子自

行承担后果。

教育家斯宾塞在卢梭的基础上

完善了这个教育原则。当孩子犯了

错误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的后果，父

母并不对其进行批评与惩罚，而是用

孩子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自然后果

来限制他们的自由，使之得到不愉快

的体验，迫使其改正过失。

儿童从大小不同的错误中得到大

小不同的惩罚，当他们有不好的体验，

便会判断这种行为是不好的，从而进

行改正。父母的“顺势而为”看上去

“无为”，实际是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

了孩子，让他们从代价中学会去做正

确的事。对于不太懂是非、缺乏自我

克制能力的孩子，这一招被不少父母

使用。

此外，心理学上有个“饱和策

略”，即提供大量所追求的目标，让其

享受到极致，造成生理上的不适，迫

使他们解除不适当要求，进而消除其

不良行为。“饱和策略”其实是厌恶疗

法的一种，它是将孩子喜欢的事物和

不愉快的刺激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

我们的目的。当他们感受到自己喜

欢的事情变成了任务，兴趣也会大大

消减。

不难看出，反向育儿重在允许孩

子体验，因为很多东西如果不去亲自

尝试，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其中滋味。

而允许孩子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哪

怕走的是我们眼中的弯路，对他们来

说，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之一。

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育儿方

式，也没有一种育儿方式可以适用于

所有的孩子。因为孩子的个性不同、

成长环境不同，面对其不良行为，不

论是正向育儿还是反向育儿，它们都

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作为父母，我们更希望孩子能

产生内驱力，这样，他们的改变才

会持久，也会更加主动。但是，内

驱力非短时间内就能形成，需要父

母长时间用心地引导和陪伴。只有

当孩子有充足的安全感作为基础，

内心对父母有足够的信任，亲子关

系足够亲密，父母才有可能帮助他

们从内而外地改变，否则可能适得

其反。

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创设温

暖的家庭环境，需要父母投入更多的

时间与精力在孩子身上，保持沟通，

多聆听孩子的感受。同时在日常生

活中言传身教，并在合适的时间提供

给他们帮助。不论是“自然后果的惩

罚”还是“饱和策略”，事后最好有沟

通，帮助孩子换位思考，真正体会父

母的用意。

教育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方式可以多变，但尊重孩子、爱

孩子、愿意了解孩子的心才是“魔法”

的真正内核。

眼下正常生活在恢复，休闲

娱乐场所也逐渐回暖，一些家长

想带孩子去KTV唱歌，然而家长

和孩子尚不知，这是被法律所禁

止的。根据新修订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KTV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检 察 官 释 法

家长要遵守相关法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中明确

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

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

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

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

年人禁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

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

出示身份证件。”北京市检察院第

一分院检察官庞涛认为，虽然一

些家长对未成年人禁入 KTV 等

娱乐场所的规定不甚了解，对带

孩子去KTV唱歌也不以为然，但

是这类场所内通常比较昏暗，里

面有形形色色的人，常有抽烟喝

酒等情景，孩子会耳濡目染，这样

的环境和氛围对未成年人的身心

健康确实有负面影响。这也是

《未成年人保护法》做出上述禁止

性规定的重要原因。家长作为孩

子的监护人，要全面准确了解和

遵守相关法律，以身作则。

医 生 释 因

对孩子听力视力都有影响

国际上公认保护听力的方法

是 60 至 60 原则，即听音乐时，音

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

不超过 60 分钟。60 分贝相当于

人在室内一般交谈的音量。

有医生表示：“KTV里的音量

肯定是大大超过60分贝的，而且

儿童发育还没有完全，如果比较长

时间地在KTV里，听力肯定会受

损。”另外，孩子有追光的天性，会

不自觉地盯着KTV里闪烁的彩灯

看。包厢里灯光晦暗，绚亮的电视

屏幕是儿童视力的“杀手”。卫生

部门曾对1400名长期生活在噪声

环境下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59%

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近视或视力

下降，高于一般学生。

除 了 K T V

还有哪些地方不能去？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

条规定，有些场所是未成年人禁

止进入的，有些场所是对未成年

人进入有所限制的。

禁止进入的场所：营业性歌

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

动场所的经营者，一律不得允许

未成年人进入。而且，经营者应

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

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

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对未成年人应予以限制的情

况：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

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这种情况指

的是游艺娱乐场所中的电子游戏

设备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而不是指未成年

人一律不得进入游艺娱乐场所，

游艺娱乐场所可以进入，只是未

成年人平时只能玩其他项目，不

能玩电子游戏项目，只有法定节

假日才可以。

法律明禁！
过节别带孩子去这儿

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
■ 张文博

“““反向式育儿反向式育儿反向式育儿”””可取可取可取吗吗吗？？？
把握好把握好把握好“““度度度”””是关键是关键是关键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孩子撒泼打滚、无理取闹时，冷眼旁观，静待孩子哭完；孩子磨磨叽叽不愿上学，爸

爸就“效仿”他的样子，更加拖延，成功治好孩子的“拖延症”；孩子沉迷游戏不想学习，

家长制定每日“游戏KPI”，每日三省复盘战绩，让孩子明白打游戏也不是件容易事

……最近，不少年轻家长晒出自己“反向式育儿”出奇制胜的视频，重新定义“做爸妈”。

这种育儿方式被网友形容为“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不过，这种方法真

的能“包治百病”吗？不恰当地使用又会带来哪些隐患？如何能真正取得正面效果？

“反向式育儿，‘反’体现在教育的路

径和方式上。”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学

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管理师

培训课程执行教师商雪梅指出，“从孩子

的视角来看，这种教育方式是过去父母

‘正向引导’的反向行之。在爸爸妈妈的

将计就计中，孩子获得了自主选择的权

利。”俗话说“经一事，长一智”，感受到寒

冷，孩子才知道要添衣；体会到辛苦，孩子

才知道珍惜；发现遇事哭闹没有用，才能

学会用沟通解决问题。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孩子听话，而

是帮助孩子成长。“反向式育儿”处理得

当，能够培养出更有责任感的孩子。商雪

梅表示，这一策略中的基本原理就是给孩

子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要求孩子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后果无论好坏，既然你要

选，就要一力承担。而当出现孩子承担不

了或不愿承担的后果时，就会促使他去反

思自己的选择。

“爸爸妈妈难道还会害你吗？”“我走

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

你吃过的米还多。”高权威的姿态很难抵

达平等的亲子对话。商雪梅说：“当家长

的掌控欲与孩子的独立性相碰撞，矛盾与

冲突必然从中产生。在青春期的孩子身

上还会表现为逆反行为。明明是好的初

衷，却把孩子越推越远。”

用“反向式育儿”的策略，则规避了这

样的曲折。当父母不再权威，不再用打压

式、命令式的话语管教孩子，孩子在行动

时就会更加地开放自主。

对自我的探索是伴随着每个人一生

的命题，而对自己负责、具备更高独立性

的孩子能更好地找到自我统一性。我是

谁？我要干什么？我想要成为谁？哪怕

是成人也很难清晰地给出问题的答案，但

更早、更常去思考它们一定会越来越接近

心之所向。

“家长需要给孩子自然发展的机会，

尊重他们处置自己的权利。”尚雪梅表示，

家长都希望孩子向更好的方向成长，又不

放心由他们自己去摸索，殊不知，引导孩

子向光、向好的自然发展才是最优解。

“反向育儿虽好用，但并非

教育孩子的不二法则。”商红梅

提醒家长，看似省心省力的好方

法，也并非适用于所有孩子。所

谓教无定法，盲目地效仿、跟风，

会很容易走入误区。

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

亏在眼前。商雪梅指出，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让孩子通过吃亏

来长记性，在丰富成长经历的

过程中有所收获才是关键。“让

孩子独立承担后果，并不等于

家长可以当‘甩手掌柜’。评估

后果、控制风险，给孩子足够

的安全感，其实更需要父母拿

捏好分寸。”

有一些“痛感”，但没有危害

性，是商雪梅认为合适的尺度。

她举例，一个女孩希望夜晚外出

玩耍，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况

下，父母仍采取了不劝不阻的态

度，对她说：“你去吧，但不管你

遇到了什么事，都是你自己的

事，跟我没有关系。”没想到，女

孩真的遇到了危险，虽侥幸逃

脱，但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而家长此时继续“反向育儿”：早

就和你说过，你不听，你现在就

是活该！……

“这样一来，孩子会失去安

全感和对父母的信任感。”商雪

梅就案例做出分析，“她在外面

受 了 欺 负 ， 又 在 家 里 受 到 奚

落，对孩子而言是双重打击。

久而久之，亲子关系也会受到

伤害。”长期处于这种情境中，

孩子可能会形成“我只要一人

做 事 一 人 担 ， 就 可 以 为 所 欲

为”的想法，对自己和他人来

说都十分危险。

不进行“正面管教”，并不代

表站在孩子的对立面，放手，也

不代表放弃保护，原则是尊重孩

子、平等交流。“很多家长可能只

看到了招式，却没有领会要义。

好的育儿方法一定是形神兼具

的。”商雪梅说。

“有的家长很喜欢用反向刺

激的方式来试探孩子，但这种试

探本质上是对孩子的不信任，不

利于身心健康和习惯、品质的培

养。”商雪梅说，“父母应该引导

孩子直接表达正当诉求，孩子才

会在自我肯定中成长。”

不是一定要犯错才能找到

正 确 ， 经 历 挫 折 才 能 明 白 道

理。商雪梅表示，成就感是自

信心建立的重要养分，但如果

一个孩子总是感受到挫败，他

的 成 长 就 会 陷 入 一 种 恶 性 循

环，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缺

少勇气，而常获得正向反馈的

孩子往往能够在正确的经验上

开拓更好的未来。

反
向
式
育
儿
：
﹃
倒
﹄
着
教
，也
不
错

教育无捷径，“偷懒”还需身懒心不懒

育儿招式千千万，爱子心法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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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