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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流传着这样一则故

事：一位母亲问5岁的儿子，如果

妈妈和你一起出去玩，我们渴

了，又没带水，而你的小书包里

恰巧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

呢？儿子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

说，我会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可想而知，那位母亲有多么失

望。她本想像别的父母一样，对

孩子训斥一番，然后再教孩子怎

么做，可就在话即将说出口那一

刻，她改变了主意，她摸摸儿子

的小脸，温柔地问，能告诉妈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儿子

眨眨眼睛，一脸的童真，因为我

想把最甜的一个给妈妈！霎时，

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泪花……

爱人看完后，也被那个懂事的

儿子感动得落泪。她喊来女儿，问

女儿：“宝贝，如果你和妈妈一起出

去玩，咱们没有带水，而你的小书

包里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

办？”女儿想都没有想地说：“妈妈

一个苹果，我一个苹果。”

爱人眼里有些许失落，被乖巧

的女儿捕捉到了，女儿忙改口大声

说：“我给妈妈挑个大的，我吃小

的。”

听完女儿的回答，爱人还是不

甚满意，女儿看着妈妈的眼睛，小

声说：“两个苹果都给妈妈吃。”她

眼巴巴地看着妈妈的眼睛，我也在

紧张地观察着爱人的反应，爱人迟

疑了两秒钟，一把把女儿紧紧抱在

了怀中。

第一次女儿说“妈妈一个苹

果，我一个苹果”，是女儿不假思索

的第一反应，这恰恰说明女儿的心

理思维正常，知道人人平等，懂得

平均分配；第二次女儿说“我给妈

妈挑个大的，我吃小的”说明女儿

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和心情，懂得包

容和忍让；第三次女儿说“两个苹

果都给妈妈吃”是在女儿感觉到妈

妈的失望时做出的回答，虽然有勉

强之嫌，但女儿还是做出了最大的

让步，自己承受失去全部的可能，

而去博得妈妈的满意。

第三个答案是我最不能接受

的。

女儿回答问题时的整个情绪

变化我尽收眼底，心也隐隐作

痛，对于小小的女儿来说，这是

一个残忍的过程。她这样的年纪

不该为了一个虚拟的问题，去迎

合成人的思维和目的，而做出一

次次退而求其次的决定。任何一

个问题都没有绝对的答案，对于

上面的问题，我感觉女儿的第一

个答案是最完美的，应该得到赞

美与褒奖，就此止步，已无遗

憾，但爱人却被一个可能是杜撰

的感人故事“绑架”了，于是，

也同时“绑架”和篡改了女儿最

真实的想法。

女儿上中学后，学会了说

谎，这让我和妻子很是无奈。

暑假前的一天，老师在群

里发布消息，学校要在周六举

办夏令营活动，我觉得这是个

好事，能锻炼孩子的身心，可女

儿却不同意去，还说了一大堆

理由作为借口。我和妻子怎么

劝，她都无动于衷，真是验证了

那句“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

之规”。看着女儿执著的态度，

我们无计可施，孩子大了，不能

强来，有时只能顺从她的意

愿。我们虽然同意她不去参加

活动，但在家必须完成数学练

习册上的习题，她也爽快地答

应了。

晚上下班回家，女儿主动

把练习册拿给我们看。字迹工

工整整，题也做得全部正确，妻

子看了一遍，冲我使个眼色，我

拿着练习册回到卧室，妻子问

我：“你难道没看出来问题吗？”

“啥问题？这些题闺女做得多

好，多规整啊！”“你再仔细看

看，题哪有一道都不改的，连擦

除的痕迹都没有，这正常吗？”

我仔细看了看，还真是，练习册

干净得有点像复印件。

妻子走进女儿的卧室，把

门关上，她们娘俩说了什么我

不知道，只听得女儿好像哭了，

小声地啜泣着。过了一会儿，

妻子一脸严肃地走出来，“她承

认了，是抄的答案，这孩子，还

贪玩了，以前可没这样。我让

她重新做一遍，她和我保证，下

次不这么干了。”面对这样的情

况，我唯有苦笑，孩子有自己的

想法这是好事，但说谎却不是

一件小事了。

放暑假的时候，我本打算

让女儿去参加兴趣培训班。可

女儿的犟劲儿又来了，我和妻

子就没再强迫她非去不可，给

孩子一个快乐的假期，别约束

得太紧，这也有利于孩子健康

成长。

哪里想到，她又一次耍起

小聪明。下班回家时，我无意

中碰了一下电视机，怎么感觉

是热的呢？再好好摸一摸，确

实很热。“谁看电视了？”我假装

问妻子，“我没看啊，闺女，是你

看的不？”“我也没看。”女儿的

回答明显底气不足。“白天就你

自己在家，你没看谁看的？”我

问。“我真没看，你们别疑神疑

鬼的。”女儿一副打死也不承认

的表情。“算了，就当电视闷了

自己打开的。”妻子冲我眨眨眼

睛，我们相视一笑。

接下来的几天，下班回家

时再摸电视机，温度正常，看来

女儿没再悄悄看电视了，她能

够自律，我们感到很欣慰。不

过，有一天，我提前下班回家，

打开房门的一瞬间，女儿慌忙

地关上了电视机。原来，她怕

我们检查电视机的温度，提前

关机，这天我回来早了，她没有

预料到。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模

样，我忍不住大笑，她在我的笑

声里越发窘态毕显。“爸，别告

诉我妈，以后我不看电视了。”

她态度诚恳。“好，但你得好好

学习，我们会给你看电视的时

间，以后不许再偷着看。”“行，

我会努力学习，说到做到。”女

儿的表态坚定而可爱。

在那以后，女儿的学习成

绩略有提升，看来，她真的说到

做到了。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的说谎行为，还得顺其自然，

巧妙引导，不能强硬管教，如

此，烦恼就会被愉快所取代，孩

子的成长也能快乐而健康。

上周的某天下午，我接两个孩子

放学回家。孩子们仍旧像往常放学

一样，在车内打闹个不停，我照常会

问儿子学校最近有什么趣事、新鲜

事、开心事。他叽叽喳喳说完以后，

话风突转，问我：“妈妈，什么是美？”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弄得有些慌

神，既惊诧于与他年龄看似不太相称

的问话内容，又羞于自身的有限学

识，思忖着该如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议及如此“深刻”的话题。

我告诉他，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都是美的——繁华的闹市、干净的街

道、来往的人们……绿树成荫是美，

“流摊有序”是美，和谐相处也是美。

没多久，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阐释美

了。恰遇一超市，小宝又要求买糖，

我索性将车停在路边，带他们进超市

逛逛。

当我带着孩子们在超市门口准

备排队结账时，一股浓浓的鱼腥味扑

鼻而来，我“厌恶”地朝后退了两步，

朝超市里面无聊地张望，不时招呼孩

子们挨我身边站着。这时候，我听到

收银员与一位妇女的谈话。那个妇

女50岁上下，脸上起了无数“沟沟壑

壑”，头发粗糙而没有“章法”，还夹杂

着许多白发，明显看出从来没有认真

保养过，脚下那双黑色的水靴已经泛

灰。这时，儿子拉拉我的衣袖，示意

我看她的水靴，然后轻声告诉我：“卖

鱼的。”原来，鱼腥味是从她身上发出

来的。接着，我听到她告诉收银员，

半个小时前来这里买的大米忘了打

价，她将大米带回家，准备开封下锅

时才发现没给钱，于是又重新回到超

市，打好价。于是才出现了刚刚的那

一幕。而这一切，恰被在旁边拿着口

香糖的儿子尽收眼底。

我们结完账，大宝嚼着口香糖，小

宝喝着酸奶，欢声笑语地准备回家。

这时候，我便趁机告诉大宝：“你刚才

问我什么是美，刚刚看到的那一幕，就

是美。一个卖鱼的商妇，穿着不时新，

打扮不时髦，身上还有味道，看起来的

确不美，让人觉得不入流。但她能够

将看起来不怎么值钱的大米拿回来结

账，这种精神与态度，就是人性的美。”

儿子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的确，美，对于我们来说，是留存

在心目中的印象。我们不光要提醒孩

子感受美，还要引导他们发现美、挖掘

美，拥有一颗爱美的心灵。罗丹说，生

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因此，我们绝不能仅仅停留在

对物象的观察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上，也要有对内在美的领悟。

将教育融入生活实践，是最好的

教育方式。给孩子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胜过万千物质赐予。

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 陈仙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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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完美”答案 ■ 尚庆海

科学护科学护牙牙
““小口腔小口腔””有有““大文章大文章””

龋齿、牙周疾病是损害牙齿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而口腔健康不仅关

系着孩子的牙齿健康，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今年，“全国爱牙日”便把

主题定为“口腔健康，全身健康”，从爱牙护牙出发，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家长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了解爱牙护牙知识，帮助孩子预防常见的儿

童口腔疾病，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本报采访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口腔临床医学博士、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专科会

员敖丹婷，助力家长和孩子打好牙齿“保卫战”，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 实习生 田利华

龋齿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是一种在细

菌感染等多因素作用下，导致牙体硬组织进

行性破坏的疾病。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引

发牙髓炎、根尖周炎，甚至颌骨症等并发症。

那么，龋齿会对孩子的健康带来哪些影

响呢？敖丹婷说，首先，龋齿会带来疼痛，孩

子可能会出现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的情况，影

响睡眠；其次，龋齿会导致孩子的咀嚼受影

响，嚼不烂食物就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第

三，严重的龋齿会影响孩子的咬合，甚至影

响脸型。

乐乐（化名）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因乳

牙龋坏严重，家长却不管不顾不治疗，龋齿

引起乐乐下颌大面积囊肿，只得做了下颌骨

切除手术。虽然恢复情况还不错，但乐乐下

排牙齿缺了几颗，小小年纪就戴上了假牙。

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底第四次全国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岁儿童乳牙龋患病

率为70.9％，比10年前上升了5.8个百分点；

12岁儿童恒牙龋患病率为34.5％，比10年前

上升了7.8个百分点。可见乳牙龋坏是极为

普遍的，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

然而，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乳牙反正是

会换的，乳牙龋齿无所谓，等恒牙长出来就

好了。敖丹婷表示，这是一些家长的认识误

区。乳牙龋坏是需要干预的，因为有些龋齿

进展很快，甚至会影响孩子身心的发育。另

外，乳牙是长在骨头里面的，它的下方是恒

牙，如果不处理龋块，细菌就会由表面感染

往下进展到深部感染，影响的其实是恒牙，

最终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问题。当然，如果

经医生判断，孩子龋坏的乳牙半年以内就会

换掉，龋齿的进展也没有这么快，可以暂时

不处理。但大部分情况下，孩子坏的都是磨

牙，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龋齿需要及时处理，那么，家长如何观察

并发现孩子是否出现龋齿问题呢？敖丹婷

说，一般情况下，孩子8岁以前是需要由家长

来给他刷牙的，在帮孩子刷牙的过程中，家长

可以随时观察孩子的牙齿有没有异样。此

外，定期做牙齿检查也很有必要。

牙齿矫正，是现在很多家

长关心的问题，每到假期，都会

看到很多家长带孩子到口腔医

院咨询牙齿矫正的问题。孩子

的牙齿排列不整齐，是需要从

小就干预，还是等换牙之后再

进行干预呢？敖丹婷做出了解

答，矫正分多种情况，牙齿排列

不整齐或者孩子面部比较凸、

牙比较稀，这些都属于容易看

到的问题，但是需不需要矫正

一定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矫正与否，

如何矫正，医生要通过拍片测

量数据才能给出专业的方案。

错颌畸形，涉及牙列与颌

骨发育，既不能耽误最佳矫治

时机，又不能操之过急。一般

情况下，12 岁左右进入恒牙列

阶段是矫治的关键时机。但如

果孩子出现乳牙早失、地包天、

偏侧咀嚼等情况，建议咨询专

业医生进行早期矫治。比如有

些反颌的孩子，不用等到换牙

之后，三到四岁就可以进行矫

治。有些孩子的乳牙长得很拥

挤，可能是孩子的颌骨发育有

问题，这种情况也需要早期矫

治。而一些生理性位置不正的

情况，等到换牙以后是会发生

变化的，可以等孩子换完牙之

后再确定是否矫正。所以，家

长不要自己去判定该不该带孩

子做牙齿矫正，而应在发现问

题时及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评

估。

小美（化名）从小就很注重

牙齿卫生，牙齿也一直很健康，

没补过、没治过，每次洗牙，牙

医都夸她的牙齿很健康，保持

得很好，但终究是抵不过正

畸。正畸刚开始上钢丝时，小

美还能好好刷牙，每天水牙线、

牙线、漱口水都安排上。后面

开始戴皮筋后，钢丝和皮筋缠

在一块，与牙齿之间的缝隙变

得很小，牙线都进不去，很容易

塞东西。这两周，小美开始牙

疼，去医院检查发现有一颗上

磨牙龋坏了。

矫正牙齿容易引起蛀牙也

是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敖丹

婷说，矫正牙齿会增加清洁的

难度，清洁不到位，确实会诱发

局部的细菌滋生，增加蛀牙的

几率。所以矫正牙齿时，家长

要跟孩子强调刷牙的重要性，

督促孩子做好口腔卫生并延长

刷牙时间，少吃甜食和黏性大

不易清理的食物。

除了龋齿等常见的牙齿疾

病，咀嚼、睡眠等一些容易被忽

视的习惯也会影响孩子牙齿的

发育。其中，口呼吸是家长们

比较关注的。

正常的呼吸是用鼻子进

行，但如果孩子患有鼻炎或腺

样体肥大等疾病，鼻子不通畅，

就会形成口呼吸的习惯。长期

进行口呼吸，孩子的舌头和下

颌后退，会导致上颌前凸、上牙

弓狭窄、牙齿不齐等。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家长

认为孩子睡觉闭不拢嘴就是口

呼吸，担心影响孩子容貌而迫

切要求早期矫治。其实，口呼

吸要同时满足长期张口和用口

呼吸两个条件，往往是鼻呼吸

道不通畅才被动选择张口呼

吸。如果孩子仅仅是张着嘴，

但气流并不从口腔内进出，并

不能称之为口呼吸。因此，家

长应先带孩子到耳鼻喉科就

诊，排查并治疗鼻呼吸道的问

题，然后才是口腔正畸治疗。

敖丹婷分享了自己和朋友

处理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孩子

本身有遗传问题，面型偏瘦、前

凸，孩子来就诊时，第一眼看上

去很像口呼吸的面容，但敖丹

婷当时有些犹豫，因为孩子爸

爸的面型也是那样，她担心孩

子只是单纯的遗传问题，并不

是口呼吸，就随口问了一句。

孩子说自己好像有打鼾的问

题，于是敖丹婷建议他去耳鼻

喉科做检查和治疗。经过正确

的治疗之后，孩子的嘴巴能闭

合了，加上适当地加强咀嚼，推

进了颌骨的发育，脸型慢慢也

有了变化。

有数据统计，口呼吸在儿

童 中 的 患 病 率 约 为 11％ —

56％，已经成为儿童非常常见

的疾病。并不是所有的口呼吸

都需要治疗，比如感冒后、过敏

性鼻炎的急性期等。通常轻度

口呼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自动

消失，但如果孩子存在长期性

的口呼吸现象，就得注意了，需

要排除是否有上呼吸道堵塞的

情况。

敖丹婷建议，当孩子出现口

呼吸现象时，家长首先要有意识

地在白天培养孩子鼻呼吸的习

惯，经常提醒孩子把嘴闭上，日

积月累，闭嘴的习惯就会慢慢形

成。其次，可以使用辅助工具，

比如在晚上睡觉时使用睡眠胶

带贴住嘴。这里要注意的是，睡

眠胶带是专门设计的，并不是家

里的普通胶带。也可以使用放

松呼吸器，使呼气延长，还可以

使用上颚扩张器来扩张上颚。

但这些工具都必须在医生的指

导下使用，而且5岁以下的孩子

是禁用的。第三，可以让孩子多

做一些有氧运动，并且与孩子约

定，在运动的时候，尽量用鼻子

进行呼吸。

口呼吸非小事，孩子健康是大事

乳牙龋齿不重要？
龋齿要早发现早治疗

换完牙才能矫正？把握牙齿矫正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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