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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耿银平

在公共场所嬉笑打闹、看

到喜欢的东西就想拿走、损坏

他人的物品或打扰别人休息，

诸如此类的行为表现的确令

人困扰，而更令人不能接受的

往往是孩子背后家长的态度。

“细心观察便会发现，在

这些冲突中，家长的‘护短’行

为是催化矛盾的关键。”李明

指出，有的孩子在公共场合缺

乏约束、不懂礼貌、挑战最基

本的公序良俗，导致周围的人

深受其苦，而家长通常认为

“孩子年龄小，天性使然”，并

要求他人“别和孩子斤斤计

较”。

年龄小，就理所应当被原

谅吗？“不幸”的路人不仅要忍

受孩子的顽皮捣蛋，还可能被

家长“倒打一耙”，自然是气不

打一处来。“家长坐视不理的

蛮横态度会引发更多连锁反

应，矛盾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也让更多人选择对孩子敬而

远之。”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需

要家长有意识地优化对孩子

的教养方式。李明结合自己

平时对孩子的教育，给予家长

们建议和方法。

首 先 是 规 则 意 识 的 培

养。“我们常用‘白纸’来形容

孩童的纯洁无瑕，但纯真不代

表可以无时无刻、不分场合地

率性而为。孩子不懂事，家长

需要懂、需要教。”李明告诉家

长，3—7岁是孩子自我控制能

力逐渐发展的阶段，也是规则

意识的建立的关键时期。“想

让孩子从小养成好的行为习

惯，家长得耐心地学习和遵循

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以身作

则，帮助孩子习得处理问题、

对待他人的正确方法。”

提到规则意识的培养，就

离不开“边界感”的树立。没

有边界感的行为方式会在不

知不觉间打扰、冒犯到他人。

孩童处于社会化的初期阶段，

家长不能认为孩子调皮是天

性，就忽视日常生活中对他们

不良行为的纠正与引导。树

立清晰的边界意识，孩子可以

试探、越界，同时，也需要被提

醒、被约束、受惩罚。

近日，在辽宁地铁上，

一个男孩不小心将手里的饮

料洒到了地上，他的妈妈见

状立即起身，用脚阻挡饮料

乱流，并蹲下身清理地面。

孩子先是在一旁观察妈妈的

举动，随后也学着她的样子

一起上前清理。“以身作则是

最好的教育方式，孩子不仅

能学到如何处理问题，更重

要的是从家长身上学到一种

负责任的态度，孩子所表现

出的素质和教养也需要在家

长一次次的行为示范中累

积。”李明说。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公布了最新北京市

学生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结果。

本次监督抽查中，学生

用品产品共抽样检验120组

批样品，检出 102 组批样品

不符合相关标准，检验结果

不合格；73组批仅标识项目

不合格，不涉及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其中，国

誉、马培德、维克多利等学

生家长们熟知的文具品牌

也榜上有名。

不符合标准的文具，可

能会给孩子的健康带来潜

在危险，家长要谨慎选购。

同时，家长更要仔细筛选以

下三种危险的文具。

危险一：带有香味的文具
很多同学都喜欢买一

些“香水文具”，比如香水橡

皮、香水铅笔等，闻起来有

各种水果的味道。但是大

家知道吗？这些文具的香

味来源于各种香精，其主要

成分是苯及甲醛一类易挥

发的化学物质。孩子年纪

小，容易刺激其黏膜引起过敏性鼻炎

等病症。长期使用会引起头晕，呕吐

等不良症状。

危险二：色彩鲜艳的仿真文具
各种稀奇古怪、模样逼真的仿真

文具也很受孩子欢迎，但不少色彩鲜

艳的文具表层都涂了一层漆，因为过

于逼真很容易造成误食。质监人员

曾对市面上 40 个批次的橡皮进行质

量检测，结果有 37 个批次检出增塑

剂，检出率为92.5%。

危险三：笔帽上没有小孔的笔
千万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孔，有些

孩子喜欢咬笔帽，甚至会误食笔帽，

如果笔帽上有小孔，这个小孔会保证

孩子的呼吸道不被完全堵死，争取宝

贵的抢救时间。因此，这个空气孔也

被列入了国家文具强制生产标准。

消费提示

1 选择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

正规实体店或电商平台购买，购买时

关注产品是否标注产品名称、生产厂

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信息，不购买

“三无”产品。购买后索取发票或其

他购物凭证。

2 选购适合学生年龄范围的产

品，不建议为 14 周岁以下（含 14 周

岁）学生购买未标注 GB 21027-2020

的学生用品。购买时关注产品标识

上关于功能性锐利边缘、锐利尖端、

小零件、慎防误食等警示说明。

3 选购本册时，避免选购颜色

过于洁白的本册。

4 选购书写笔时，避免选购笔

帽过小、无通气孔的产品。笔帽需留

有满足一定空气流量要求的通气孔，

避免误吞或被吸入造成窒息危险。

5 选购液体胶、固体胶、彩泥、

修正液、修正带等产品时，应避免选

购具有刺激性气味或有浓烈异香的

产品。

6 购买前检查产品边缘、边角，

避免选购有非功能性锐利边缘、锐利

尖端的学生用品。学生使用的剪刀、

刀片应为圆弧尖端，因功能性必不可

少的锐利边缘、锐利尖端产品，则应

注有警示说明，其他文具不应有锐利

的毛边、溢边、毛刺或斜薄边。

7 建议谨慎选择PVC等软塑材

质的笔袋、包书皮等产品。

文具虽小，却事关安全。提醒各

位家长，开学给孩子买文具一定要

“较较真”，同时也要引导孩子，认识

到“伪文具”的危险性，增强防范意识

与辨别能力，让危险文具远离孩子。

（本文转自首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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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也要讲给家长听
随着第一缕秋风的到来，“开学

第一课”又成为备受瞩目的话题。

今年，宁波市还将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请到了现场，给同学们隆重

开讲。

课外讲座对于开阔视野，提升

心智，确实很有必要。但是，强化学

校教育的同时，更要强化家庭教

育。正如特级教师李镇西所言：“学

校教育非常重要，但无论多么重要，

都只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因

此，“开学第一课”，也要请来家庭教

育专家和名师，讲给家长听。

“开学第一课”，给家长讲讲配

合和尊重。这些年，因为个别教师

的师德师风问题，导致家长降低了

对学校的信任和支持。但家长们请

务必相信，在全国1880多万教师群

体中，“不良事件”绝对是极端个

案。不能因为出现了“教育个案”，

就对所有老师和学校不再信任，对

1880万教师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再

配合。

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如果

家长拒绝支持和配合学校，孩子对

学校管理措施的执行力、信任度必

然会随之降低；对老师的爱戴、尊重

和好感也将变质褪色；在学校所获

得的真心诚意的教化、满腔热忱的

感恩也会萎缩。可以断言，孩子将

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尽管部分学校在管理上

仍有不足之处，家长也应该秉持积

极配合和尊重的态度。如果家长有

任何疑问，可以与学校进行面对面

地沟通，以寻求共识，在相互协商中

达成最大公约数。放下“挑刺”思

维，与学校携手前行，让孩子成为最

大的赢家。

“开学第一课”，给家长讲讲学

习和读书。现在的孩子被称为“互

联网原住民”，开放的网络，国际化

的教育，培养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时

代新气质”：民主，开放，尊重，平等，

协商等。在他们眼里，家长和老师

就是平起平坐的陪伴者。作为家

长，如果不读书，不看报，不汲取新

知识，不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

在家庭教育管理中，更多的是扮演

“控制者”，和孩子自由奔放的特质

必然会发生冲突。

因此，家长必须树立学习意

识。学习新知识，新信息，以适应迅

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要多学习儿

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了解孩子的成

长规律，科学应对孩子的叛逆期和

青春期，提高家庭教育的效果。

“开学第一课”，给家长讲讲身

教和言传。教育界有句名言：“行不

言之教。”孩子不是被教育出来的,

而是被影响出来的。8小时之外的

课余时间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节，

家长一定要在生活态度、为人处世、

工作态度、社会交际、规划未来、孝

老敬亲等方面，成为孩子的榜样

——在单位是岗位标兵，在家里是

模范配偶，在社会是良善公民。不

自私、不偷懒、不狭隘、不偏激、不冷

漠、不“躺平”、不盲从、不慌乱……

家长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的最好

教材。孩子看在眼里，自然会记在

心里；孩子未来的模样，多会复制这

种“童年的模式”。“家长是原件，孩

子是复印件”，强调的也是这个道

理，家长要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总的来说，一个优秀的孩子背

后，必然有一位睿智好学的家长，一

位严于律己的老师。因此，家校紧

密合作，携手并进，才能为国家培养

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暑假期间暑假期间，，高铁高铁、、飞机等公共场所出现不少飞机等公共场所出现不少““熊孩子熊孩子”，”，不同以往的是不同以往的是，，

越来越多的吐槽掀起了强烈的厌童情绪越来越多的吐槽掀起了强烈的厌童情绪，，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厌童行为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厌童行为。。

““厌童症是病吗厌童症是病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厌童现象的发生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厌童现象的发生？”“？”“当孩子被讨厌当孩子被讨厌，，

家长应该怎么办家长应该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四川省第三批中小学名师工我们邀请到四川省第三批中小学名师工

作室领衔人作室领衔人（（心理健康领域心理健康领域）、）、四川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李四川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李

明老师明老师，，共同探讨共同探讨““厌童现象厌童现象””的始末的始末，，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我们理解遇到“熊孩子”时的

无奈，也可以责怪“熊家长”的不

作为。不过，当厌童情绪弥漫开

来，是否也会误伤到一些守本分、

讲公德的家长和孩子？

李明举例，在高铁上，一位家

长买了三个座位，让孩子可以躺

下。这一举动引起购买站票的人

的不满，“我们只能站着，凭什么

你的孩子一个人就要占三个座！”

家长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孩

子生病了，刚刚做了手术，只能躺

着，我们买了三张票，没有占多余

的座位……”列车长也出面向乘

客们解释了情况的特殊性。即便

如此，仍有人不依不饶，说家长舍

不得给孩子包车，非要带到高铁

上来“找事”。

无独有偶，畅销书作家苏小

懒曾发文称：“孩子安静坐着，自

己却被乘务员两次提醒管好孩

子。”很多家长表示有相同的遭

遇，希望大家能给孩子多一些包

容，少一些歧视。

“原本大家只是厌恶部分孩

子在公共场合打扰、影响他人的

行为，而现在好像已经演变成了

厌恶、针对整个儿童群体。这种

情绪不仅让家长感到不适，也会

伤害到无辜的孩子。”李明指

出，作为成年人，我们既要坚定

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抵制不文明

行为，拒绝道德绑架；同时也应

保持一分理性和温度，明白任何

群体中都存在个体差异，不能因

为孩子小，就以“熊孩子”一概

而论。

有问题的出现，就一定有解

决的的办法。当家长很注重分

寸，孩子也很听话，仍被他人侧目

而视时，家长应该怎么办？李明

给出了一些有利于事态发展的做

法供参考。

家长首先将孩子带离争执场

所，自己冷静下来的同时，坚定地

告诉孩子他并没有做错什么。接

着，可以试着去平复矛盾中对方

的情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

他说明自己的孩子并未影响到他

人；接下来孩子真的打扰到其他

人了，先向大家道歉，希望大家包

容。如果这样诚恳的态度都不能

打消对方的偏见，还可以选择“求

助第三方”。由象征客观、公正的

第三方介入，解除误会，达到沟通

的目的，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对家长格局的考验，也

是真正的智慧的体现。”李明表

示，成人世界并不容易，每个人每

天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

可以选择消化、面对它，也可以选

择释放、宣泄出来。需要注意的

是，不要伤及无辜，更不要让“看

到小孩就烦”成为压倒我们的最

后一根稻草。

成人也曾经是孩子，在要求

孩子成为“乖巧的小孩”前，我

们得先成为“懂事的大人”。李

明希望社会公众也可以从自己做

起，讲文明、懂礼貌，控制情

绪、好好说话。“他人积极的心

态与做法既是孩子们的表率，也

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公众心理

健康水平提升的显著的表现。”

李明说。

从从““熊孩子熊孩子””到到““厌童症厌童症””——

智慧家长的应对之道智慧家长的应对之道智慧家长的应对之道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家长能不能别带着小朋友在电影

院背诗了，背了几首唐诗非得在这时候

显得背诗有用了。”这是一位网友在看完

电影《长安三万里》后写下的评论，无关

影片内容，却获得上百点赞。“小孩真的

很讨厌，不光是在电影院，还有乘公共交

通、逛商场、坐电梯，我最怕的就是遇到

小孩。”陈米对网友的吐槽深有同感，她

表示，3个小时的电影对自己而言简直是

煎熬，所有的小孩都在放声跟读，而旁边

的家长还会鼓励他们。

陈米还分享了一段自己在电梯里的

“惊险经历”。当日她和几个五六岁的小

孩一起进了电梯，孩子们不仅在电梯里

蹦蹦跳跳，还在走出电梯门的时候，将手

里的木棍塞进了电梯轿厢与该楼层的间

隙中。随着咚的一声，梯门也关上了，陈

米一身冷汗地继续上行，所幸安全到家，

她无奈地找到物业要求排查安全隐患，

给这几个孩子的恶作剧“擦屁股”。

“我特别‘厌童’，不想跟他们处在一

个空间里，小孩总能让我很崩溃。”陈米表

示，她的“厌童”症状是希望远离所有小

孩。听起来或有些极端，但这并非陈米个

人的想法。放置“kid no”“3-13岁儿童谢

绝入内”标志的餐厅和咖啡厅大受欢迎；

高铁推出“静音车厢”服务时，也有许多网

友表示“希望那里没有孩子”。一时间，

“讨厌孩子”的情绪似乎正在蔓延开来。

“讨厌小孩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一种

心理疾病，它更多的表现为对于儿童的

厌恶情绪,包括排斥、厌弃，甚至是恐

惧。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孩子一直都

存在，为什么偏偏今天我们开始‘厌童’

了？”李明指出，比起“症状”，“厌童症”一

词更像是一个时髦的标签，很容易引起

网友的共鸣，集结对儿童的厌恶情绪。

“厌童症”或许也不是“真厌童”。对

于常常能够萌化人心的“人类幼崽”，李

明进一步说明：“大家讨厌的并不是整个

儿童群体，而是部分儿童身上的行为表

现。它们或许是粗鲁的、不礼貌的，是缺

乏边界意识的等等。‘子不教父之过’，究

其根源，是家长的不称职，家庭教育不科

学，让儿童在公共场合表现出了这些令

人不喜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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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催化剂矛盾催化剂
““熊孩子熊孩子””背后的背后的““熊家长熊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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