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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上初中前，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

小孩，经常会把东西乱放，终于，我下

定决心改掉这个坏习惯，并邀请妈妈

来监督和帮助我。每次我做到物归原

位、收纳整洁时，妈妈都会表扬我，说

我是个言行一致、有行动力的好孩

子。听到她这么说，我开心极了。

——陈依琳 13岁

通过努力练习，我学会了游泳；我

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敢

独自一人睡觉，还能按时起床；我不挑

食，吃饭吃得多；我能够大方地和小朋

友分享零食；我书写工整，答题正确率

高……每当我做好这些时，爸爸妈妈

就会夸奖我。我希望爸爸妈妈夸奖我

时，能微笑看着我，不要看手机；我表

现特别好时，还可以送我一个小礼

物：比如，小玩具，或者陪我看一场电

影，我都会快乐加倍！

——文晴 7岁

我妈的经典语录是：“行了，知道

你厉害，还想要我怎么夸你？”被她这

么说了几次以后，我也不指望她夸我

了。可能我妈确实不善言辞，从她的

眼神中还是能看出她对我的满意。

——李子详 12岁

我印象很深的是爸爸夸奖我的时

候，他会摸摸我的头，夸我机灵或者聪

明。我觉得他特别喜欢我，而且有时

候我只是做了很小的事，他也这样对

我说，让我感觉非常温暖。

——杨雅丽 9岁

当我在比赛或考试中取得好成

绩，受到老师表扬时，爸爸妈妈会夸奖

我；当我主动查阅资料，把不懂的问题

弄明白时，爸爸妈妈会夸奖我；当我和

妹妹和睦相处，带着妹妹一起学习时，

爸爸妈妈会夸奖我……我希望爸爸妈

妈夸奖我的时候，不只是口头上说“你

真棒”“继续加油”，而是能有一些具体

的奖励：比如，用积分兑换玩具或者文

具；奖励我一次户外游玩的机会；有时

候，一顿美食也是很好的奖励。

——陈裕果 11岁

上次得到妈妈的表扬是我帮她下

楼取快递。我提前准备了大号收纳袋

与奶奶买菜用的小推车，一趟就搬回

了妈妈所有的快递。见我办事如此高

效，妈妈夸我能干，是个有生活智慧、

勤劳的好孩子。

——艾艾 10岁

上次的数学小测验中，我得了满

分。妈妈奖励了我两个小时的游戏时

间，这将是我再接再厉的动力！

——程飞 10岁

吃完饭，我和姐姐分工洗碗和扫

地，爸爸妈妈会说：“你们主动参与

家务，给你们点赞！”奶奶吃药，我

主动给她倒水，爸爸妈妈会说：“儿

子，你很体贴，真是个温暖的男

孩！”我帮助同学学习，爸爸妈妈会

说：“儿子，真棒！同学之间就是应

该相互帮助和关心。”

我希望当我有进步或者做得好

时，爸爸妈妈能帮我记录下来，给我

贴小星星，达到一定数量后，给我买

喜欢的漫画书，或者带我去看喜欢的

电影……

——袁浩轩 8岁

周末，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救助了

流浪小猫。回家时，爸爸说我是一个

有爱心的小朋友，所以要奖励我，他给

我买了一个我最爱吃的冰激凌。

——辰辰 8岁

生活中，我主动帮爸爸妈妈分担

家务，他们会很开心、很欣慰。我关心

身边的人，他们也会夸奖我。我希望

在我有进步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夸奖

和认可我的进步，鼓励我并且给我一

定奖励：比如，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

行。

——徐浚豪 10岁

妈妈看到我唱歌的视频时，会开

心地说：“你真像一只百灵鸟，唱

得真棒！”我在比赛中获得“优秀领

操员”的称号，妈妈会竖着大拇指对

我说：“宝贝好厉害呀，妈妈真为你

感到开心！”爸爸妈妈的夸奖让我变

得更加努力，但我已经上初中了，我

希望他们夸奖我时，不要那么夸张。

——何欣沛 12岁

爸爸妈妈的一句“真棒”或“做得

好”，对我来说比任何奖励都要宝贵。

无论是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

务，还是为妹妹解答学习上的疑惑，这

些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都凝聚着我

的努力与汗水。因此，我渴望爸爸妈

妈能够理解我、懂得我，认识到做好这

些事情的不易。他们的认可与肯定，

是我坚持的动力。

——曹襄逸 13岁

在我的记忆里，老爸老妈夸我的

次数屈指可数，能让他们夸我的事儿

也没几件。最值得他们骄傲的可能是

我很小就学会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

己了。我考试考得好的时候，他们只

说：“继续保持哦！”我特别希望他们能

像别的家长那样，好好夸夸我。

——姜一凡 14岁

（本报记者 张文博 马晓冰）

孩子长大了，粉色的小

自行车已无法再骑，坐上去

腿都伸不直。爸爸打算把这

辆小自行车送人，于是在朋

友圈发布了“招领启事”，很

快便有人回应。

下午放学后，我们接到

孩子。爸爸说：“回家后把自

行车擦干净，搬下来放进汽

车后备箱，明天送给别人。”

孩子闻听此言，不禁悲从中

来，却又不敢大声哭，只是默

默地躺在后排座位上流泪。

我给她擦眼泪，却总也

擦不完。

爸爸很生气，批评她不

懂得分享，说用不了的东西

就该和别人分享，不能这么

小心眼、这么自私。

孩子不敢反驳，只是不

停地流泪。

回到家，爸爸在楼下等，

我和孩子上楼搬自行车。

一走出爸爸的视线，孩

子立即放声大哭。我劝她：

“别哭了，妈妈再给你买辆

新的、大的自行车。”她摇

头，哭着说：“妈妈，这是

我最爱的车子，是你给我买

的生日礼物。我不舍得送给

别人，我都骑了好几年了，

上面还有你专门买的红飘

带。我舍不得，妈妈！”她

边哭边嘟囔，惹得我心里也

非常难受。

我把车子搬出来，她一

把抢过去，把猫放进车篓，呜

咽着说：“点点还没有坐过这

个车子呢！呜呜，我还没有

骑车带点点出去玩过呢！”

我只好让她带着猫、推

着车在楼道里转了一圈。

等电梯时，她抱着车子

呜呜地哭，抚摸着车身，一遍

遍地说：“车子，对不起！我

不能陪你了。”

爸爸把自行车搬进汽车

后备箱，孩子呆呆地看着，不

再哭泣。

返回电梯时，她附在我

耳边小声地说：“妈妈，自行

车说，它愿意去。”此时，她那

张满是泪水的小脸上写满了

“悲壮”。

当天晚上，孩子在日记

里写道：“那辆自行车在我家

已无用武之地，它被闲置在

墙角，落满了灰尘。它到了

另一个孩子家里，会继续发

挥作用。我应该勇敢地跟它

告别——我长大了。”

看到这些文字后，我的

眼泪夺眶而出。我一直以为

孩子不舍得送走自行车只是

出于对玩具的依恋，没想到

这件事在她心里掀起了如此

大的波澜，竟让她快速成长。

我们这些大人，总自诩

爱孩子、为孩子好，可是我们

真的懂孩子吗？

无论孩子多大，是幼儿

还是青少年，对于物品的归

属 ，都 应 由 他 们 自 己 做 决

定。给，或者不给，都不是必

须的，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分

享或赠予，但不要私自或强

行决定。

有些东西，父母可能觉

得没什么，但对孩子来说却

很重要，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样的物品是不能分享的，

不是大方与否的问题，这一

点需要父母理解并尊重。

很多父母习惯用大人的

思维思考事情，而忽略了孩

子的感受，这是亲子教育中

常见的问题。

教育孩子并不容易，需

要足够的耐心和精力。不要

为了图省事，而选择最简单

粗暴的做法。只要父母愿意

放下身段，蹲下来去理解孩

子、尊重孩子，就会发现，孩

子会给予我们正面的回馈，

而这，正是家庭教育的意义

所在。

5 岁的儿子睡着了，皎洁的月光

洒在窗台的绿萝上，我的心也跟着柔

软起来。我坐在床边轻轻翻阅着手中

的书，书上说：“别舍不得夸孩子，芝麻

夸着夸着就成西瓜了。”我急忙用彩笔

圈出来这段话，沉思了一会儿，想着把

家里的走廊做成一面“夸夸墙”。

周末的时候，我把做“夸夸墙”这个

想法说给全家人听，没想到一家人都支

持我。全家总动员，我们开始布置这面

墙，先用小红花把墙面贴成爱心形状，

中间空出来贴便利贴，便利贴也是红

橙黄绿蓝靛紫的爱心形状。

细碎的光阴里，儿子夸他外婆：

“外婆，你真像一个厨师，做出来的菜

简直就是舌尖上的美味呀。”外婆听了

孙子的夸奖，笑得合不拢嘴。儿子夸

他爸爸：“爸爸，你真是大力士，可以把

我举这么高。”晚上，我给他读故事书

的时候，儿子夸我：“妈妈，你简直就是

识字大王啊。”每次夸了家里的人，他

都要写在“夸夸墙”上面，他的便利贴

上有很少的汉字、有不多的拼音，还有

图画和笑脸……

做这面墙的初心是看见孩子的每

一次努力，也欣赏孩子的每一点进

步。有一天，孩子站在“夸夸墙”旁边，

若有所思地说：“怎么夸我的这么少

呢？”我赶紧走过去看，果然，孩子夸我

们的更多，我们夸孩子的很少。我赶

紧用便利贴写下：“儿子今天很细心，

发现了墙上的不同。”

后来，我和家里人商量，尽量多夸

儿子：儿子在图书馆轻声细语说话，就

夸他为别人着想；在课堂上主动举手

回答老师的问题，就夸他自信；小朋友

们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主动去帮助同

学的时候，就夸他有爱心；自己犯错了

不逃避，就夸他是个有担当的孩子；尤

其是买东西或者玩滑梯的时候，知道

主动去排队，就夸他守规矩。……

自从做了“夸夸墙”以后，我感觉

家里的氛围在慢慢改变，一家人说话

的方式变得比之前柔和了，没有了从

前的“吼叫声”。儿子夸我们的时候，

总是特别用心，他努力用新学来的成

语造句，家里每个人听了都眉开眼笑。

原来，不管做什么事，认真是一种

态度，坚持会成为一种习惯。用心对

待孩子，才发现孩子比想象中更爱我

们。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伴随着夸奖

长大的孩子会更加勇敢，他们在赞美

中学会分享、懂得礼貌、乐于思考，充

满了动力。父母发自内心的夸奖和鼓

励，是孩子内心强大力量的源泉。

蹲下来
理解孩子

■ 安宇影

我们家的“夸夸墙” ■ 李廷英

编者按
特级教师于永正曾说，教育就是每天给孩子准备 100顶“高帽”。多夸

赞，少批评，在家庭教育中同样适用。让我们用无尽的爱和正面的反馈，为孩

子搭建一个充满信任与鼓励的成长环境，帮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自我

肯定、勇于探索，最终成长为独一无二、最好的自己。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请这样夸夸我请这样夸夸我请这样夸夸我”””

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夸奖你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夸奖你？？你希望爸爸妈妈怎样夸你你希望爸爸妈妈怎样夸你、、因为因为
什么夸你什么夸你？？一起来看孩子们的回答一起来看孩子们的回答。。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王慧表示，根据“皮格马利

翁 效 应 ”， 每 个 人 的 情 感 和 观

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人

的影响，人们会下意识地接收自

己喜欢、钦佩或信任的人的暗

示。对于年幼的孩子而言，家长

是他们身边最亲近、心中最崇拜

的大人。如果家长能够根据孩子

的个性特点，采用一定方式给予

他们合理的夸奖与鼓励，在耐心

交流中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包

容，孩子会更有动力和信心向好

的方向发展。这样成长起来的孩

子自我价值感也会比较强，能够

更好地应对挫折，拥有坚持不懈

的意志。

进一步而言，个体动机的增强

有赖于内在需要和外部激励的结

合。正所谓“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当家长总是相信孩子“能行”，孩子

也会以“我能行”的积极态度去自

我鼓励，更有效地激发出个体的潜

能。

夸奖和鼓励并不只是“口头

表扬”孩子，告诉他们“你真

棒”，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产生被尊重的感觉，才是更“有

效”的夸奖。“当家长允许孩子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选择学习内

容或方式时，孩子会格外投入、

加倍努力。这是因为他们感受到

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学习路

径，家长的尊重维护了孩子的独

立性与自尊心，让孩子更加自

信、乐观，更愿意去尝试与挑

战。”王慧说。

同时，家长的有效夸奖可以

让孩子获得自信，提升自我效能

感。在和睦、有爱的沟通与互动

中，亲子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会更

多，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

立，进而帮助孩子培育健康的心

理和健全的人格。

表扬的话如何说出口？
在与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有

的家长明明心里很认可孩子，也

知道自己的正向反馈能给孩子带

来鼓励，但偏偏夸奖的话就是说

不出口，有的觉得肉麻、别扭，

有的说得生硬，让孩子感到莫名

其妙。

对此，王慧为家长提供了 3 个

可供参考的“表扬公式”。

公式一：有效夸奖=真诚性+具
体性 首先，夸奖要真诚且具体，避

免泛泛而谈，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

感受到家长的认可和重视。

以孩子的某一次考试进步为

例，在这一场景中，许多家长可

能会说：“听说你这次考试进步

了，不错嘛！”这样的表扬过于空

泛，缺乏具体内容，更真诚的表

达可以是：“你在测验的3门科目上

都有了明显提升，说明最近的学

习状态很好。看到你的努力付出

得到了回报，我也为你感到开

心。继续保持这种积极的学习态

度，相信你下一次能取得更好的

成绩！”王慧指出，这样的表扬才

能与孩子充分共情，让他们明白

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公式二：激发潜能=及时性+鼓
励性 在发现孩子出色完成某件事

后，家长需要及时给予表扬，并鼓

励他们继续加油，可以有效激发他

们的潜能，帮助他们保持积极性。

如，孩子回家后分享，自己

在运动会跑步项目的比赛中获得

了第二名的成绩。有的家长会

说：“以前也没见你跑步得过奖，

这次挺走运啊。”在上述表达中，

缺少正面评价。更好的做法是，

赞赏孩子优异的表现，明确告诉

他爸爸妈妈为他感到骄傲，同时

珍惜成绩的来之不易。“这份成绩

是你拼搏来的，你在赛场上那股

冲劲和毅力，我们都看在眼里，

下次也要保持这种精神！”王慧表

示，类似的表达会令孩子感受到

家长的“重视”，让他们生发继续

加油的欲望。

公式三：增强情感连接=肢体
语言+物质奖励 除了言语的表扬

外，家长的肢体语言，如拥抱、

亲吻，以及适当的物质奖励也是

值得一试的夸奖方式。王慧认

为，这样做能够更直接地让孩子

感受到家长的关爱和认可。家长

不用感到不好意思，爱可以大大方

方地表达，这也有助于孩子更好地

与他人相处。

看见孩子，读懂孩子
由于年龄、视角、经验的不同，

孩子希望得到表扬的时刻和行为，

有时并不是家长眼里值得称赞的

地方，这种“错位”会让家长觉得孩

子不懂事，甚至还会激发孩子的逆

反心理。王慧表示，家长一方面要

学会“看见”孩子，另一方面也要试

着去“读懂”孩子的需要。

“家长要多注意对孩子日常的

陪伴，经常跟孩子聊天、多倾听孩

子的想法。了解他的生活琐事，感

受他的情绪状态，主动邀请他表达

自己的观点与感受。”王慧说，“同

时，学会积极解读孩子的行为，找

到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了解孩子

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特点，以便更

好地理解孩子，尊重他们的个性发

展。”

在表扬孩子的过程中，选择的

“重点”不同，对孩子的影响也会不

同。家长要观察孩子的表现，注意

孩子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行为、态

度以及最终的结果。在了解孩子

需求的基础上，思考孩子当前最需

要的是哪种类型的肯定和鼓励。

最后结合教育目标，考量希望孩子

通过这件事学到什么，是技能、态

度，还是品质，有针对性地进行表

扬。

以“孩子主动帮忙做家务”

为例，针对结果进行表扬，可以

说：“哇，家里被你打扫得好干净

啊！”因为孩子的成果显而易见，

希望强化他的成就感时，就可以

从结果入手进行表扬。如果希望

表扬行为与细节，可以对孩子

说：“你真是个很细心的小朋友，

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还把玩具

都放回了原处。”从细节入手进行

表扬，可以帮助孩子注意并重复

某个良好行为。表扬孩子的态度

和品质则可以说：“你主动帮忙做

家务，而且做得那么认真，真是

个有责任感的好孩子。”这样的表

扬能够帮助孩子形成或保持某种

积极态度或品质。

“恰到好处的表扬能够更好地

助力孩子成长。”王慧表示，“家长

可以多从表扬孩子的努力与进步、

创新思维与现实解题能力、团队合

作与分享精神、责任感与自律精

神、乐观与积极态度等方面着力，

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养成受益终生

的精神品质。”

用恰到好处的表扬点亮成长之路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恰到好处的“表扬”
能够强化孩子的正向行
为，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也
有不少家长疑惑“怎么夸
才能夸到点子上”？本
期，我们邀请到成都市东
光实验小学校长助理、专
职心理教师王慧，指导家
长正确表扬孩子，为他们
的成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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