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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近日，家住奎文区早春园小区的孟女士对记者
说，她儿子今年5岁，每次带他去游乐场的海洋球
池玩耍时，儿子都要求家长在一旁陪同，而且在玩
耍中也总是东张西望，时不时地呼喊家长。对此，
孟女士感到有些困惑，儿子的这种表现是不是说明
内心缺乏安全感？
　　“孩子身边需要的不仅仅是‘观众’，他们想
让爸爸、妈妈跟他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所以，高
质量的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郭莹雪解释。高质
量的陪伴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爱和支持，增
强其自信心和安全感，也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作为家长，不要把自己当

“旁观者”，而是要积极参与进孩子的生活中来，
跟孩子一起成长。
　　那么，家长具体该怎么做呢？
  郭莹雪表示，家长可以先制订一份陪伴计划，
计划要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兴趣和需求，以及家长自
己的时间和工作安排，确保计划可以有效实施；在
陪伴孩子时，家长应该放下手机、工作和其他杂
念，专注于孩子的感受；家长要注重创造积极的家
庭氛围，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不要将负面情绪带
给孩子和家庭。同时，家长也要给予孩子足够的自
由和空间，让他们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
活动。

不当“旁观者”，要积极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来

允许孩子犯错，让孩子在自我纠错中不断成长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家长抱怨孩子
不听话，不允许孩子犯错误，总要求孩子事事听命
于自己，自信地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郭莹雪表
示，从科学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说，孩子的成长需要
适度的“试错”，需要有一些“不听话”。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工作和生活中，成
人也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更何况是天真无邪
的孩子。”郭莹雪说，孩子的错误基本可以分为两
种：一种是长辈必须立即纠正的，如不讲卫生、欺
负弱小、不懂得爱护公物等原则问题；另一种就是
孩子能够自己纠正的，比如适应环境、遇到小挫折
等，对于这样的“错误”，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去
“犯”。鼓励只是一种手段，培养孩子的“悟性”
才是真正的目的。
　　孩子在成长阶段，有很多的悟性都是从“犯
错”中得来的，这与“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
堑、长一智”等古训如出一辙。因为，孩子在不断
“犯错”的过程中，往往可以不断地改正错误，这
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不给孩子提供这样的

机会，凡事都由家长来决定，孩子也会变得懒惰、
不敢尝试，或过度依赖于父母。值得一提的是，这
里说的“错误”，指的是孩子在求知过程中因认知
能力不足导致的失败、经受的挫折。
　　不仅如此，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龄较小的孩子
来说，内心自信平和，比谨小慎微重要；凡事有好
奇心，比凡事不出错重要；有自我选择的勇气，比
选择正确重要。
　　“孩子是作为一张白纸来到世界上的，世界突
然把他包围，他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即成长过
程。就好比我们突然从明亮的阳光下进入暗室，眼
睛会突然觉得什么都看不见，需要过一会儿才能看
清东西。如果这时别人急于下论断，说你的眼睛有
问题，这显然是不对的。”郭莹雪说，对于年纪较
小的孩子来说，他们还不能准确地分辨是非，在成
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作为家长不要害怕孩子
犯错，要适当允许孩子犯错，然后再帮助孩子认识
错误，纠正错误，放宽心让孩子在“犯错”中逐渐
成长。

“陪”不一定“培”出好习惯，要给孩子“主动权”

　 陪写作业逐渐成了许多家长的“必修课”，难
道孩子真的就不能自己完成作业吗？家住坊子区恒
信茉莉公馆的刘先生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刘先生
表示，自己的孩子都快升三年级了，他还要天天下
班回家陪孩子写作业，为此还放弃了很多自己的日
常活动。
　　孩子写作业真的需要“陪”吗？
  郭莹雪认为，并不是所有孩子都需要，因人而
异。可能有些家长陪在孩子的身边，能起到安慰孩
子心灵、有效监督孩子的作用。但陪写作业有时也
会出现弊端。比如，有些孩子会在家长面前刻意表

现他的“痛苦”，博取家长同情，这既影响孩子写
作业的专心，又影响速度；有些家长陪写，会让孩
子觉得完成作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是他和家长共
同的事，时间久了，会在心理上养成依赖性，不利
于孩子自我责任意识的形成。还有最常见的一种现
象，家长们坐在旁边多半会忍不住唠叨，不论是略
带不满的批评还是善意的提醒，都会影响孩子的注
意力。
　　所以，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的过程中，应
给孩子留足空间，多加鼓励和支持，培养孩子的主
动性、自觉性和独立意识。

拥有高质量的亲子关系 睿智家长这么做

青春期孩子

沉迷于追星怎么办

  父母都无比疼爱自己的
孩子，但这份爱却有着“质
量”高低的差别。决定“质量”
高低的不是父母的学历、收
入、地位等，而是对孩子的理
解程度和对日常生活中琐事
的处理水平。如何高质量地
关爱孩子，守住爱孩子的初
心？近日，记者采访了有着
多年教学经验的潍城区南三
里小学专职心理辅导教师、
家庭教育指导师郭莹雪，请
她为家长们分享，如何将心
中的爱转化为有效的实际行
动，做一名有智慧的家长。

  一位初三家长反映，最近女儿沉迷于
追星。她喜欢某个偶像组合，收集了大量
的海报、照片以及相关信息，有时会购买
印有偶像图像的卡片、徽章及偶像代言的
产品，假期还去看展演，购买偶像签名小
说等，花了不少钱。初三的学习任务越来
越重，女儿却兴致不减。家长很着急，担
心追星会影响到学习，但又不知该怎么办。

　 心理咨询师表示，孩子追星背后的心
理需求有三。一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追星
是将理想化的自我投射到另外一个客体上
并对其崇拜。青春期孩子还不清楚自己未
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偶像会成为他
们的一个具体榜样，孩子追星其实是希望
成为像明星一样闪耀和成功的人，他们的
愿望有多强烈，行动就会有多狂热。二是
同伴归属的需求。青春期的青少年非常重
视和同伴的交往，为了更好地融入人际
圈，和同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获得认同
与支持，有时他们会从众追星。三是释放
压力的需求。当前青春期的孩子学业压力
非常大，课余需要放松，追星为他们宣泄
情绪和压力提供了出口。
  理解并引导孩子理性追星，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加强沟通，避免责备。作为家长，应
该对孩子的追星行为有更多的包容和理
解，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和选择的权
利。通过陪伴和沟通，了解孩子的生活状
态和学习状态，而不仅仅是批评他们“追
星会影响学习”，不可一概否定和责备，
否则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同时，家长
可创设条件充实孩子的课余生活，让孩子
把投放在偶像身上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户
外运动等方面。
  分析利弊，积极引导。家长可以和孩
子讨论为什么会喜欢自己的偶像，启发孩
子发掘偶像的闪光点，看到偶像身上努力
奋斗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拥有掌声、鲜花
和喝彩。让孩子学习偶像的优点，增强积
极向上的动力。同时要引导孩子认识和分
析追星的弊端，要从思想上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制定规则，理性追星。制定计划和规
则，包括追星的时间和频率，不要让追星
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不要盲目跟风，
不要为追星而过度消费，不能熬夜追星。
家长可以尝试和孩子一起理性追星，建立
学习和追星的奖惩机制，规范孩子的行
为，督促孩子的学习，将追星转化为学习
的动力。
  此外，家长应告诉孩子，在升学阶段
感受到压力是正常的，但请记住“你不是
独自一人”。家长对孩子的爱和支持，将
会是孩子面对挑战时最坚强的后盾。孩子
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成绩上，请给自己一
些宽容，也相信孩子能够找到属于他们自
己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孩子可
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无论结果如何，
这段旅程本身就是值得珍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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