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和妈妈 各有委屈诉不完

通过上期（11月 9日沧州日报六版）
专访报道《凌霄笔下翰墨香》，相信大家
都对痴迷书法多年、积极投身书法教育的
凌霄老师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天，就请您
跟随我们一起走进“正贤文化”，到规范
字书写课现场去看一看。

面对面差异教学

步入颐和大厦 12楼的“正贤文化”，
迎面墙上，孔子的画像赫然映入眼帘；悠
扬的古琴声萦绕耳畔。孩子们在上课前先
恭敬地向孔子行抱拳礼，而后端端正正地
坐在桌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凝神静气
地写下一个个方正的汉字。

虽然都在书写，但是每个孩子所写的
内容却不尽相同，有的在连点成竖，有的
在练习笔画，还有的在写汉字。更有孩子
在写字过程中头上始终顶着一块小毛巾，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每个孩子的基础和书写习惯不同，
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五花八门。只有从每个
孩子的实际情况出发，给予个性化的指导
与针对性练习，才能让孩子解决书写问
题，把字写得更规范、更美观。”凌霄老
师解释说，对于坐姿不正确的孩子，会让
他顶上一块小毛巾，从而防止过分低头，
保持身体挺拔端正；针对拇指压食指、中
指在笔侧、勾腕等不正确的握笔姿势，凌
霄老师让孩子们使用带有握槽的三棱笔，
同时多加关注、适时提醒，帮助他们逐步
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即便是一同入班的孩子，学习进度也
因人而异。有的反复练习一项，只为矫正
顽固的书写问题；有的一天就能完成3项
不同的练习内容；还有的在进行控笔训练
的同时，进一步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

21天控好手中笔

面对孩子们或歪七扭八或大小不一或
“龙飞凤舞”的字迹，凌霄老师拿出了他
的秘密武器——自创的21天控笔法。

“看到纸上的小点了吗？每一个点都
是一个病毒，你要用手中的笔准确地击中
它，然后把它们穿起来，看，这样一个

‘竖’就写出来了。不要只图快，一定要
写直哟。”听完凌霄老师的话，小朋友拿
起笔开始专心致志地“消灭病毒”。

控笔，顾名思义，就是控制好手中的
笔。凌霄老师通过横、竖、折、弯、弧、
撇、捺、圈等专项练习，帮助孩子们提高
手的稳定性，学会科学用力，进而使他们
在落笔时做到适时收放，真正实现“横平
竖直”，并在长期的书写过程中逐步让控
笔成为自然，落实到每一个字上。同时，
对于提高孩子们的专注力也大有裨益。

皮小子坐得住了

小萌（化名）上幼儿园时，让老师们
颇为头疼，因为他太好动了，没有一刻安
静的时候。

今年夏天，6岁的小萌来到了凌霄老
师的工作室。刚开始，他怎么舒服就怎么
坐，握笔的姿势也很随意。不但自己不好
好学，而且还模仿其他小朋友，经常逗得
大家哄堂大笑。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凌霄老师发
现，小萌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从
此，只要小萌有了进步，哪怕只是多坐了
5分钟，亦或是多写了10个字，凌霄老师
都会表扬他，还特意为他准备了小红花作
为奖励。

一点一滴的进步，累积成了可喜的变
化。小萌不仅坐得住了，而且养成了良好
的书写习惯，还把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写得
既规范又美观。有时，小萌在写字班一坐
就是一上午，期间凌霄老师劝他休息一会
儿，他也总是说：“等我写完了再去玩
儿。”

像小萌这样的例子，在凌霄老师的写
字班并不少见，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练得
一笔好字，还得到了心灵的滋养和综合素
养的提升。

想知道凌霄老师更多
的练字妙招吗？请扫描二
维码添加凌霄老师微信。

规范姿势练控笔规范姿势练控笔

因材施教促提升因材施教促提升
本报记者 赵玉洁

儿子今年16岁，原来一直很听话，
最近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跟他说什
么，他都要顶撞回来，有时干脆不搭理。

最近一次考试，儿子的成绩有所进
步，本想趁这个机会跟孩子好好沟通一
下，可儿子的反应让我始料不及。

“儿子你真棒，这次成绩不错，妈
为你骄傲！晚上想吃啥，妈妈给你
做？”“吃啥都行。”

“成绩有提高，说明你只要有信
心，一定能成功，儿子，你是最棒
的！”“啥最棒的，棒不棒我自己最清
楚，什么都是最棒的，烦不烦啊。我先
睡一会，困死了。”

“去吧，一会儿我叫你。哎，你这
回在班上能进前 10 名了吧？”“哎呀，
妈 ——您就别问了……”

真想不明白，问题到底是出在孩子
身上，还是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当，为什
么儿子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叛逆呢？

如此叛逆为哪般

冰清解语

不容忽视的“16岁现象”
16岁左右是孩子逆反心理最突出

的阶段，一些孩子对家长的批评不再虚
心接受，开始反驳、顶撞；越是父母和
老师不让做的事，他们越起劲儿，一定
要和家长“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16岁现象”。

在校园中，“16岁现象”通常表现
为不完成作业、厌学、逃学、脾气暴
躁、顶嘴、打架、早恋、结交不良朋友
等。

16 岁是个“危险期”，从法律上
看，已满 14周岁不满 18周岁的人，为
减轻刑事责任年龄人，对其犯罪法律规
定予以相应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
还特别规定：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从生理上看，16岁左右
是未成年人的青春萌动期，对人生世事
的感知、探求心大增，他们富于激情，
善于投入，易受感情的困惑和伤害；从
心理上看，16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已
具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愿受过多的
限制与约束，他们自控力不足、承受力
差，难以直面挫折与痛苦，好走极端。

那么，作为家长，该给孩子哪些引
导和支持呢？

对于这一年龄孩子的家庭教育来
说，家长最难处理的问题，就在于“叛
逆”“不听劝”，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叛
逆，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家长们主要有3种表现：有的家长
会认为这个叛逆的孩子是专门来折磨自
己的，这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态；有的面
对叛逆的孩子，感到无能为力，完全失
去了对孩子的掌控能力；还有很多家长
感觉自己教育孩子非常失败，陷入深深
自责中。

以上几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在面
对孩子的叛逆时，父母首先要明白，孩
子不是故意和家长对着干，而是由于长
期的家庭教育或生理原因，还有环境的
影响。叛逆期只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短
暂的一个时期，因此父母要无条件地接
纳和爱孩子，帮助孩子们尽快度过这个
特殊时期。

其次，父母要认知和改变自我。很
多家长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对自我并不
了解，遇到事情并不能理性客观地去解
决问题。有的家长自己也极端情绪化，
没等孩子发脾气，自己就先发火了，那
么家长这种不理智的情绪状态，很多时
候就成了孩子叛逆的导火索。一定要先
改变自己，把控好情绪状态，这样的教
育才是有效的。

第三， 陪伴是最好的爱。这个时
期的孩子经常处在混乱和矛盾的心理状
态之中，虽然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想
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处理和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缺乏相关经验，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是失败的，此时孩子非常痛苦，需
要家长陪伴在身边， 让他感受到家庭
的温暖。

最后，父母要留给自己一些时间。
关心孩子，但不能只成为孩子的保姆，
一切围着孩子转，让孩子产生依赖性。
可以暂时把孩子放在一边，主动寻找属
于自己的时间。这不是不管孩子，只是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心理环境。抚养
孩子并不意味着父母要放弃个人的需要
和夫妻间的交流。可以利用这点儿时
间，夫妻间进行交流与沟通，夫妻关系
和谐对家庭稳定至关重要；也可以做点
喜欢的事情，调整一下心情，放松一下
紧张的神经。

解语助力嘉宾 张 静 苗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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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给孩子一份一份

““放放飞的飞的爱爱””
晓 荷

父亲作纽带父亲作纽带父亲作纽带 巧言解心结巧言解心结巧言解心结
本报记者 赵玉洁

关注隔辈教育系列报道之二关注隔辈教育系列报道之二

小李回到家经常会看
到，自己的妈妈为已上小
学的儿子洗衣服、端饭、
洗脸，有时为了让孩子在
吃饭时不耽误看书，还亲
自给他喂饭。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老人为了孙辈能有更好的
未 来 ， 常 常 喜 欢 “ 越
位”，喜欢事无巨细地包
办孩子的一切，对孩子照
顾得无微不至。可是这样
细心又辛苦的爱，结果往
往适得其反。在这样的环
境成长起来的孩子，未来
的路往往走不远。因为隔
辈老人不放手让孩子独
立，可能导致的直接结果
就是：孩子什么都不会
干，也不认为应该自己来
干。久而久之，孩子独立
性差，经受不起一点风
浪，成了一个巨婴。可
见，对于老人来说，更要
懂得正确教育孩子和配合
好家长。

可以说，在孩子的教
育过程中，家长的让位和
老人的“越位”，既是对
孩子的伤害，也是家庭教
育的悲哀。在养育孩子这
件事上，过程错了，结果
就一定错。

不管父母还是老人，
爱孩子就当为之计深远。

科学家张亚勤在写给
母亲的信 《放飞的爱》
中这样说道：“世上有一
种爱，叫‘放飞’。母亲
对我的爱就属于这种。她
不会把我捧在手心，许多
事情总让我亲自去做，还
说，‘学会独立，才能放
飞。’”

老人要与家长密切配
合，在养育孩子的过程
中，正确引导，不“越
位”，不包办，该走的
路要让孩子自己走。

错位越位的教育是害
不是爱，是在给孩子的未
来挖坑。

家长和老人都应该各
司其责，各安其位，扮演
好各自的角色。

家长像家长，老人像
老人，孩子像孩子的家庭
教育才是成功的。

也只有这样，孩子才
能飞得高，飞得远。

瑶瑶的奶奶曾是单位的
“一把手”，退休后照看瑶瑶，
能干的奶奶觉得儿子和儿媳还
是孩子，连自己都管不好，更
不要说养育孙子。于是，她把
孙子留在了身边，亲自照料。
刚开始，儿子和儿媳乐得清
闲，可等孩子上了幼儿园，一
个偶然的机会父母去接瑶瑶，
老师告诉他们：孩子不会自己
穿衣吃饭，总是以命令式的口
气和老师说话，不跟小朋友玩
儿，性格孤僻。

夫妻俩这才意识到，问题
出在了曾经当领导的母亲身

上。于是，小两口回家跟老人
商量，想自己带孩子。可是瑶
瑶奶奶却不赞成，一方面她觉
得自己在单位管理 200多人都
没有问题，带一个孩子更不在
话下；另一方面又信不过小两
口，怕他们照顾不好自己的宝
贝孙子，弄得小两口很无奈。

而“80后”独生女小悦，
也陷入了同样的窘境。为了打
拼一番事业，小悦的老公整日
在外奔波，无暇照顾家庭。小
悦生了孩子以后，公公婆婆觉
得他们经济条件不佳，又没有
带孩子的经验，主动搬过来帮

忙。孩子的吃喝拉撒一应由爷
爷奶奶负责，小悦根本插不上
手。

就这样，本就敏感的婆媳
关系，由于孩子的养育问题，
变得更加矛盾重重。奶奶和妈
妈都心怀委屈。老人觉得自己
为孙辈辛苦付出，而小两口尤
其是儿媳却丝毫不领情，孩子
妈妈认为老人剥夺了自己带孩
子的权利，导致孩子和自己不
亲。她们都亟须找个人一吐为
快。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
在了集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于
一身的孩子爸爸身上。

爸爸被忽视 夹在中间两为难

当两辈人都需要孩子爸爸
的时候，又有多少爸爸能真正
承担起这份责任呢？

面对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对于没有养育经验的妈妈来
说，此时更需要爸爸的支持。
但是，自孩子出生后，老人和
妈妈成了照顾孩子的主力，本

就在家时间不多的爸爸，回到
家里也没有与孩子单独相处的
机会。于是，在孩子的养育方
面，爸爸逐渐被边缘化。

当妈妈与奶奶因养育孩子
而产生分歧时，很多爸爸会倾
向于去说服妈妈。但他没想到
的是，妈妈在养育宝宝时得不

到爸爸的支持，本来就满心委
屈，再听到爸爸的批评指责，
心中的怨气更甚。于是乎，两
辈人的育儿分歧就演变成了小
两口的矛盾与对立。

爸爸夹在奶奶与妈妈中
间，想化干戈为玉帛但有心无
力，真是两头为难。

夫妻携起手 达成共识再沟通

对于这种情况，沧州市第
二幼儿园家长学校副校长毛国
芬解释说，在所有的家庭关系
中，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正
是因为夫妻关系的建立，一个
家庭才宣告建立。良好的夫妻
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夫妻
之间相亲相爱，就为家庭创造
了一个友爱的氛围，有利于孩
子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位的关系是亲子关
系，这是家庭教育的基础，良
好亲子关系的建构需要父母在
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建立安全型

的依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多加陪伴，及时解决亲子关系
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位的才是隔代关系，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隔代关系
要从属于亲子关系，因为父母
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祖父
母和外祖父母在法律上对孩子
的教育并不承担义务。

处理三种关系都需要遵循
同一个原则，那就是相互尊
重，求同存异。因为夫妻之间
存在性别差异，亲子之间存在
年龄差异，隔代关系存在时代

差异，三种关系的和平相处需
要相互尊重，求大同存小异。

市二幼驻园心理咨询师郭
振东建议，爸爸和妈妈要意识
到，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夫
妻双方不是对立的，应该携手
同行。无论是爸爸，还是妈
妈，都不要成为各自老人的

“代言人”，而要先建立起和谐
的夫妻关系。爸爸作为两代人
沟通的桥梁，要接纳并合理转
换妈妈的情绪，两个人首先在
养育孩子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然后再去和老人进行交流。

头顶毛巾头顶毛巾，，防止过分低头防止过分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