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孩子拥有幸福的未来 ， 从不当
“冰箱妈妈” 做起

不要嫌弃早早把哭当 “武器” 的宝
宝， 他们很可能是高情商宝宝

三岁宝宝， 选择培养 “小领袖” 的
早教中心， 还是有翻斗乐的运动中心

■陈默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和爷爷奶

奶一起来咨询， 刚上幼儿园的儿子让

他们很头大 ， 因为老师三天两头来

“告状”： 孩子完全坐不住。 经过咨询，

追根溯源， 孩子的问题有一大部分来

自妈妈。 这位特别苗条的妈妈告诉我，

她从高中就开始减肥， 连怀孕期间都

不吃碳水化合物。

一个人皮肤的颜色和眼睛的大小

都由基因决定， 但基因不是决定人发

展的唯一因素， 母亲在孕育生命期间

的营养水平、 体能条件和情绪， 会大

大影响孩子的神经强度和性格———神

经强度高的孩子， 记忆力、 注意力通

常比较出色； 先天虚弱的孩子刚好相

反， 且性格大多敏感多疑。

因此， 我一直对很多家长说一句

话： 胜利是属于母亲的， 胜利也来自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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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所热衷的， 也许并非孩子之所需

孩子开口说话 ， 是很多家长关

心的大事 。 一般来说 ， 孩子一岁以

后开始会说名词 、 动词 ； 一岁到一

岁半期间 ， 开始会说形容词 、 副词

和代词 ； 一岁半到两岁期间 ， 开始

会说连词、 数词。 18 个月后， 他们

可以逐渐连词成句 ， 一岁半到两岁

期间 ， 可以说一些简单句 ； 三岁开

始， 可以说出完整的句子。

需要家长注意的是 ， 如果你的

孩子两岁后还不会说话 ， 可以测试

以下几个行为 。 第一 ， 你跟孩子说

话的时候 ， 他的眼睛会不会看你 ？

第二 ， 同龄孩子能听懂的话 ， 他能

听懂吗 ？ 第三 ， 你叫他 ， 他会回应

吗 ？ 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不”， 孩子有患自闭症的可能 ， 因

为自闭症的早期症状之一就是语言

功能弱 。 另外 ， 如果孩子能表达完

整句子后 ， 他说的话你听不懂 ， 那

就要提高警惕 ， 先排除高功能自闭

症的可能性。

零至三岁期间， 孩子的 “情商”

也在不断发育。

我们常常碰到有些家长觉得自

家孩子爱笑很稀奇 ， 一定是个聪明

的孩子 ， 其实 ， 笑是婴幼儿自发性

的行为 ， 到了四个月以后他们才会

有选择地对某些人笑。

而哭的行为会经历生理反射性

到应答性、 再到主动操作性的过程。

因此 ， 很早就会把哭当作 “武器 ”

绝对是高情商的表现 。 很多自闭症

患儿到了六七岁， 都是本能性地哭，

所以哭这个行为也是检验早期自闭

症的指标之一。

很多家长还发现 ， 孩子到了两

岁以后突然脾气变大了， 而且很倔，

这是因为这个阶段他们渐渐有了自

主感， 才容易被激怒。

恐惧则是孩子的本能 。 一般在

出生三个月内 ， 婴儿的记忆力会日

益增长 ； 三个月至六个月 ， 长时记

忆开始发展 ； 六个月至十二个月 ，

会出现认生的情况 。 因此 ， 如果出

生十二个月后 ， 孩子还不害怕陌生

人 ， 或者看不懂人的表情 ， 也要怀

疑是否患有自闭症。

对于养育者来说 ， 了解婴幼儿

的发育特点很有必要 ， 但更重要的

是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 。 因

为早期依恋不仅关系到孩子的个性

发展 ， 还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亲密

关系模型 ， 比如配偶关系 、 亲子关

系等。

一般来说 ， 我们把妈妈看作孩

子主要的养育者 ， 在孩子眼里 ， 妈

妈就是一座 “安全岛”， 他们会本能

地向妈妈寻求身体的亲近 ， 由此获

得慰藉和安全感 。 因此 ， 在孩子出

生六至八个月左右 ， 会产生分离焦

虑； 18 个月到两岁期间， 双方的交

互关系则会逐渐形成。

对于依恋关系的划分 ， 我们做

过几个实验 ： 找几对母子 ， 孩子大

约两岁左右 ， 让他们在同一间房子

里 ， 妈妈看报纸 ， 孩子玩玩具 ， 随

后让妈妈往门外走 ， 之后再让妈妈

重新开门进来。

第一类 “安全型依恋关系 ” 的

母子会发生如下场景 ： 母子两人各

做各的事时 ， 他们会时不时看向对

方 ； 当妈妈往外走的时候 ， 孩子一

定会跟上来 ； 妈妈关上门后 ， 孩子

会大哭 ； 当门打开后 ， 孩子会扑到

妈妈怀里。

第二类 “回避型依恋关系 ” 的

母子则会这样 ： 在房间里时 ， 孩子

和妈妈总是互不理睬 ； 当妈妈站起

来往外走时 ， 孩子不会跟上去 ， 也

不会哭 ； 当妈妈回来后 ， 孩子也只

是看一眼， 继续玩玩具。

第三类 “矛盾型依恋关系 ” 的

母子则表现出一种 “鸡飞狗跳 ” 的

画面 ： 当妈妈看报纸的时候 ， 孩子

总是想方设法 “捣乱”， 一会儿拉妈

妈的头发 ， 一会爬到她身上 ； 等妈

妈走出房间后， 他就开始大哭大叫，

甚至在地上打滚 ； 等妈妈回来后 ，

两个人又开始 “斗智斗勇”。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 安全型依

恋关系是最好的 ， 也是最正常的 ，

这类妈妈十分具有母性意识 ， 能够

对孩子的需求及时反应 ， 因此孩子

能很好建立起心理安全感 。 在足够

的爱和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 ， 在未

来的亲密关系中会显得从容、 自然，

他们既能接受爱， 也能表达爱。

回避型依恋关系则造就了很多

“冰箱妈妈”， 这类妈妈的态度总是冷

冰冰的， 理性程度却很高， 她们常把

自己的需求作为育儿准则。 在这样的

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其实很孤独，

到了小学以后他们可能学习成绩很

好， 但是往往人缘很差 ， 在未来的

亲密关系中， 他们也会缺乏温情。

而在矛盾型依恋关系中成长起

来的孩子性格容易变得古怪 ， 在以

后的亲密关系中 ， 常常喜怒无常 、

若即若离。

当然 ， 在现代社会 ， 很多孩子

的主要养育者不是妈妈 ， 而是奶奶

或外婆， 这也带来了一些家庭矛盾。

其实 ， 并非孩子和奶奶发生依恋关

系不好 ， 而是这些孩子往往小时候

在奶奶身边长大 ， 到了六七岁又回

到父母身边 。 这个时候 ， 往往妈妈

的母性没有被激发 ， 她更像一位严

厉的老师， 总是批评孩子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 ， 甚至还会责怪奶奶的教

养方式不当 。 而奶奶作为孩子的一

级亲密关系者被指责 ， 会让孩子产

生难过和逆反心理。

我建议妈妈们做这样一件事 ：

把孩子接回来的时候 ， 让奶奶一起

回来 ， 你向她学习怎么养育孩子 ，

即便有些事情是 “错误 ” 的 ， 先学

先试 ， 之后让奶奶慢慢退出 ， 再一

点点过渡、 一点点纠正。

（本文为作者在全国心理顾问专
业能力考试启动仪式上的演讲，由本
报记者朱颖婕整理）

如果你是一个三岁以下婴幼

儿的家长， 有一天收到两家早教中

心的宣传单 ， 一家的卖点是培养

“小领袖”，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一起

相处， 加强人际交往； 另一家号称

有大型翻斗乐 ， 占地 200 平方米 ，

打算把孩子送去哪一家？

答案应该是后者 。 因为三岁

以下年龄段的孩子没有友谊的需

要 ， 即便你把两个两岁多的孩子

放在一起 ， 他们也不会交流 ， 只

是在 “自说自话 ”， 各玩各的 。 这

一年龄段的孩子通过感觉和动作

来探索世界 ， 因此增加孩子的动

作训练 ， 刺激他们的感知 ， 才是

最重要的事。

从出生开始， 婴儿就具备了视

觉、 听觉、 味觉、 嗅觉和肤觉。 有

些新生儿眼睛特别亮， 就说明视神

经发育良好 ， 这和母亲的宫内环

境有关 ； 但有些新生儿双眼无光 ，

这就是元气不足的表现 ， 如果在

大脑髓鞘皮层发育完成前 （通常

在六岁左右） 好好养育， 还来得及

改善。 听觉方面， 我建议孩子在出

生后多听妈妈的声音， 那些被送进

暖箱的早产儿经历了母婴分离后 ，

听觉神经会明显收缩 ， 反应比较

慢。 此外， 空间知觉也在婴儿时期

出现。 一般来说， 三个月大的婴儿

开始对形状有概念， 六个月时具备

深度知觉。

孩子的小手小脚从出生开始就

在逐渐积蓄力量， 一岁时， 他们的

食指和拇指便能夹取小东西了。 不

过现在的孩子养得娇贵 ， 大多柔

弱， 而精细动作练习不足， 这和家

长的过度宠爱不无关系。 比如， 只

要宝宝穿衣服扣不上扣子， 奶奶和

妈妈就会急着上去帮忙。

值得关注的是， 孩子手指力量

不足、 精细动作不到位、 眼手协调

不佳， 还可能影响读书写字。 腿部

力量当然也很重要， 有些孩子小时

候老是摔跤， 其实是因为肌肉张力

不足， 上学后自然坐不住， 而不少

老师、 家长却以为这是孩子的态度

问题。

因此， 家长在养育婴幼儿和挑

选玩具时 ， 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帮

助他们建立跨通道知觉 ， 积极调

动和训练他们的视觉、 听觉、 触觉

及运动感觉等， 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探索。

你想要孩子成

为 “领袖 ”，从小学

习 “领导力 ”，但很

可能耽误了孩子运

动能力和感知能力

的发展 ； 你讨厌孩

子用哭来 “操纵 ”

你 ， 但很可能他是

个高情商的宝宝 ；

你认为孩子从小就

应该学会理性和情

绪控制 ， 但也许你

就成了制造孩子未

来情绪问题的 “冰

箱妈妈 ” ……很多

育儿中的 “想当然 ”

或者 “想不到 ”，很

可能成为孩子的问

题根源。

■本报记者 张鹏

寒假被浓浓的年味儿包裹着， 如约走

进了中小学生的生活。

如何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 有趣的

假期生活？ 沪上各中小学设计了别具一格

的 “寒假生活指南”。 告别厚厚的练习册

和打卡上班式的补课班， 打破学科和校门

的界限， 各种好玩有趣的创新作业随之出

现： 品尝家人团聚的喜悦， 体会父母劳作

的辛苦， 感悟春节的风俗仪式……一项项

生活化的寒假作业， 让孩子们告别学习的

焦虑， 领悟生活的美好。

拒绝“打卡”补课，
将寒假作业变成生活

每年寒暑假， 总会有学生奔波于各类

补习班。 然而， 真实的生活不是只有学习

和工作， 让孩子们在繁琐的日常中体会生

活的真实， 成为不少学校寒假作业的灵感

来源。

嘉定区启良中学为学生开出了 “‘红

红火火中国年’ 实践体验作业单”， 要求

每位学生在春节前协助父母做一次家庭

大扫除 ， 或为家人洗一次衣服 。 校长陆

正芳说 ， 如今的孩子在家庭中被保护得

太好 ， 缺少劳动技能 ， 就连教室的日常

清洁 ， 也要老师手把手教 。 春节除尘既

能让孩子参与劳动锻炼 ， 也能让学生了

解传统习俗和文化 ， 正所谓 “腊月二十

四， 掸尘扫房子”。 “尘” 与 “陈” 谐音，

新春扫尘有 “除陈布新” 的涵义， 其用意

是要把一切 “穷运 ” “晦气 ” 统统扫出

门， 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 辞旧

迎新的美好心愿。

长宁区实验小学要求学生们在寒假至

少 “解锁” 一项家务劳动新技能， 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 家里的事情帮着做———每天

主动承担至少一项家务劳动， 为长辈做一

件实事。

校德育教导主任林炜表示 ， 学校从

两年前开始推进家校共育 ， 劳动教育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劳动的内容很宽泛，

做家务 、 帮父母采购年货等 ， 都能让小

学生在劳动中习得知识和技能 。 “劳动

也是生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孩子只

有在劳动中才能感受到美好生活的来之

不易， 从而更加珍惜眼前、 珍惜生命。”

寒假到了， 生活节奏相对放慢了， 正

是孩子和家长共同感受生活和家庭温暖的

时刻。

普陀区江宁学校让家长和孩子共同的

一项名为 “发现闪光的你” 的寒假作业：

21 天假期， 记录一下爸爸妈妈夸了你几

次， 你又赞美了爸爸妈妈几次， 并写下心

理观察笔记。

“周六主动给长辈邻居开门、 问好；

周日去看望爷爷奶奶 ， 帮奶奶一起挑拣

蔬菜 ； 周一妈妈感冒咳嗽 ， 我不时给她

倒水喝……” 这些 “鸡毛蒜皮 ” 的小事

儿， 是江宁学校二 （6） 班学生李杺岭和

母亲何红一起记录下的寒假生活点滴 ，

“这个假期， 孩子变得更有礼貌， 懂得分

享和关心他人。” 细心的何红观察到了儿

子的变化。

学校心理室负责老师杭艺说， 家庭对

于孩子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常

辅导学习的过程中 ， 家长和学生都因为

“分数” 徒增了几分焦虑。 相比之下， 寒

假是重新激活家庭活力、 重温家庭温暖的

好时机。 她说， 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给孩

子提供保护、 教导、 安慰和鼓励， 并提出

要求和限制， 希望家长和孩子都能学会换

位思考。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为学生和老师

布置了同样的寒假作业： 让孩子们跟随爸

妈回到他们的母校去看一看， 了解家长们

学习的故事和场景； 而让老师回母校的用

意在于， 把更多大学里的优质资源引入学

校和课堂。

趁着寒假， 该校五 （7） 班的胡振皓

跟着妈妈干赡静参观了上海外国语大学，

还拜访了妈妈的大学老师 、 阿拉伯语专

业教授蔡伟良 。 干赡静邀请蔡伟良开学

后到儿子的小学去给孩子们做一场阿拉伯

语讲座。

听说这一消息 ， 卢湾一中心小学校

长吴蓉瑾兴奋不已 ： “通过家长和教师

资源向大学借力 ， 小学课堂会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

寒假不仅是孩子稍事休整的欢乐时

段， 更是小伙伴间相互陪伴、 一起探寻美

好的奇趣时光。

普陀区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小学为

孩子布置的作业是， 抽出两三个小时， 与

爸妈或三两好友相邀， 与沪上风尚读书地

有约 ， 与好书美文作伴 ， 开启一段寒假

“微游书店·荐书·赠言” 书香风尚之旅。

校长张莹晶介绍说， 孩子会搜索沪上

个性化书店， 在阅读中寻找一本好书推荐

给同学， 并把带有学校校标的明信片送给

店员。 有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几个人一起手

绘书店地图， 制作书店 App 等。

在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校长华敏眼

中 ， 寒假是引导孩子发现 “不一样学习

方式 ” 的好时机 。 她说 ， 学校的教育变

革体现在课程变革 、 教学方法变革 ， 也

体现在学习环节的设计变革上 。 学校应

关注每个孩子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通过设计主题式学科寒假作业来丰富学

生寒假生活。

为此 ， 练川实验学校各工作坊以

“多元创生、 学科融合” 为理念， 以发展

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导向 ， 以培养学生的

综合技能为目标 ， 设计了 “春节骚客 ”

“春节理财师” “找寻春节的符号” 等多

种假日活动。 比如 “春节理财师” 活动，

要求孩子对家里的春节日常开支收入进

行统计 ， 制作报表 、 形成曲线图 ， 并对

数据做出分析 ， 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习

数学知识。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陈小文说，

要让孩子度过一个回忆满满的寒假， 就要

让他们真正接触社会， 改变 “书桌-饭桌-

床” 这种机械呆板的学习节奏， 将寒假作

业变为寒假生活。

春节假期， 让孩子解锁家务劳动新技能

▲

寒假是重新激活家庭活力的好时机

▲

在社会生活中领悟习得的美好

▲

育儿中的 “想当然” 或者 “想不到”， 很可能成为孩子的问题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