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空间

好家长跟孩子“称兄道弟”

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一
个老同学，他身边带着女
儿。我蹲下来，问她：“宝贝，
你几岁了啊？”

“4 岁。”女孩很乖巧地
回答了我。

“那你知道，你爸爸多
大了吗？”我指了指老同学。

“4 岁。”女孩回答道。
我不禁纳闷又问：“那

你妈妈呢？”
“4 岁。”
我开玩笑地说：“宝贝，

你弄错了吧？你们全家怎么
都一样大啊？”

“没错啊，爸爸说自从
我出生之后，他才开始当爸
爸，妈妈也才开始当妈妈。
所以我们一样大。”小女孩
煞有介事地解释道。

“爸爸，你说我说的对
吧？”女孩问爸爸。

“对，对极了。”老同学
一把抱起了女儿。

和这对父女分开后，我
还沉浸在那种简单却让人
感动的父女情的感动中。

回家之后，我做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将这个经历告
诉了我的孩子桐桐，讲完
后，我还认真地对桐桐说：

“我和妈妈都很感谢你给我
们做父母的机会，我们做父
母的年龄和你是一样的。”

和孩子一样大，你就会
不自觉地把孩子当成你的
朋友。

你会说：“和孩子做朋
友？他总是闯祸，每次都气
得我不轻，让我怎么和他做
朋友？”

其实不然。和孩子做朋
友，正是帮助孩子改正错误
的好途径。

现在，我尽量多陪桐
桐，并且和桐桐相处得很
融洽，多半是源于我的成
长经历：

小时候，我是个让大人
头疼的孩子，是我们那片的
“孩子王”，经常带一群和我
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淘气。
那时候的顽皮已经成为现
在我和妈妈之间的美好回
忆了。

如果你现在问我：“你
最喜欢妈妈哪点？”

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
你：“我喜欢妈妈把我看做
她的朋友，什么话都和我
说，我有什么话也都可以对
她说，就算做错事，我也乐
意告诉妈妈。”

有一次，我和伙伴们在
街上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
将球踢进了邻居家的菜园
子。因为用的劲儿太大了，
球进入菜园子之后，把人家
的黄瓜架给砸坏了。

当时我就意识到自己
犯错误了，邻居的脾气可是
不得了。我马上跑回家，把
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并希望
妈妈可以出面给邻居道歉。

其实，对于那天发生的
事情，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
母亲的。一向爱面子的妈妈
去向脾气暴躁的邻居道歉，
邻居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
是妈妈一直在那里听着，微
笑地道歉。

最后，妈妈给了邻居一
些钱，作为补偿。

妈妈回家后，我本来觉
得接下来会有暴风骤雨，可
是妈妈只是平静地说：“知

道你爱踢球，以后踢球时注
意些。别再搞破坏了。”

从妈妈眼里，我看到的
全是朋友似的关切，没有丝
毫的批评之意。

我和妈妈的关系变得
很亲近，从此我再也没有因
为这样的事情让妈妈为我
操心了。

很多时候，孩子有什么
心里话，宁可对自己的朋友
说，或是将自己的心事写在

日记中，也不肯对父母说。
我想说：“如果你是孩

子的朋友，那该多好，孩子
就不需要走出家门，寻找自
己的说话人。你也会及时发
现孩子存在的问题。教育效
果便会事半功倍。”

一次，大姐来我家玩
儿，她说：“上了高中的芳芳
回家后，很不喜欢和我说
话，问她为什么，她说没话
说。但是一回到自己屋子，
就拿起电话，和同学聊得热
火朝天。”

芳芳不说，大姐也不好
意思问。所以和芳芳之间就
保持着这种不尴不尬的境
况，让她很不舒服。

我知道芳芳很喜欢女
歌手张韶涵，买了很多她的
专辑。我试着说服大姐去多
了解一下张韶涵，找到和芳
芳在一起的共同语言。

大姐那样做了。
后来，听姐姐说，芳芳

把她当成了好朋友，甚至会
将班上男孩子给她写纸条
的事情都告诉她。能将这
种事情告诉大姐，大姐自
然开心，感到女儿很信任
自己。她适时引导芳芳，让
芳芳将注意力放在学习
上。母女俩无话不谈，让身
边的人很羡慕。

和孩子做朋友，既是一
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你
不要对自己强调：他是我的
孩子。而是要不断地告诉自
己：他是我的朋友，我要尊
重他。试试吧，去做孩子的
朋友，这会给你带来意想不
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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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多数都有一种共识，亏什
么也不能亏孩子，所以，只要是孩子吃
的、用的、玩的，都要最好的，还要多多
益善。“多多”就一定“益善”吗？吃的不
是，玩的也不是。

美国一项关于学龄前儿童教育计
划的研究结果显示，给孩子过多的玩
具或不适当的玩具会损害他们的认知
能力，因为他们会在如此多的玩具面
前显得无所适从，无法集中精力玩一
件。不仅如此，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心理
学教授凯茜·茜尔娃在进行相关研究
后也指出，那些玩具较少的孩子，由于
父母与他们一起阅读、唱歌和游戏的
时间会相对更多，所以他们要比那些
家境优越、玩具成山的同龄小朋友智
力水平高。

对此结论，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
事、幸福泉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
淮也表示赞同。他说，如果玩具太多，
就会刺激得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像狗
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玩一
样、扔一样，结果什么也没玩成，一直
处于简单的摆弄阶段。

其实，玩具的作用主要是辅助、促
进孩子生理、心理发育，它不在数量，而
在于是否适合。所谓适合，一是要适合
这个年龄段，二是要能起到促进孩子在
此阶段正常发育的作用。比如，1岁左右
的孩子正在学走，这时，就需要一件拖
拉鸭玩具，它能发出响声，刺激孩子兴
奋起来，有利于锻炼其行走能力。

一般来说，在某阶段，适合的玩具
有两三样就够了。玩具多的，就分门别
类收起其他的，等到孩子确实将手头
的玩具玩腻了，完全没有新鲜感了，再
拿出几样新的。

宝宝玩具

并非多多益善

你不要对自己强调：他是我的孩子。而是要不

断地告诉自己：他是我的朋友，我要尊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