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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招
孙子不听话，爷爷就装病

“孙子特别顽皮，我只
能用吓唬的方式教育他，没
想到他反应这么大！”老吴
的孙子圆圆（化名）刚上小
学一年级。因为儿子儿媳
妇忙，67岁的老吴是“带孙
主力”。聊起上周三晚上的
事，老吴仍十分苦恼。

“都晚上10点半了，他
还在那儿看动画片，我喊了
好几遍，他却像没听见一
样。”老吴说，见孙子不听
话 ，他 只 好 拿 出“ 杀 手
锏”——装病！为了吓住圆
圆，老吴倒地后，还假装翻
了白眼，抽搐了几下。这一
幕把圆圆吓蒙了，没等老吴

缓过来，孩子就冲出屋子去
拍打邻居家的门求救。

老吴坦言，这不是自己
第一次装病吓唬孙子。此
前，圆圆只要不听话，他就用

“被你气得心脏病犯了”来吓
唬孙子，圆圆一听爷爷“犯病
快死了”，立马变得听话。

对于爷爷装病一事，圆
圆并不知情。圆圆说，因为
害怕，他有时半夜会偷偷跑
到爷爷床边，用手指探探爷
爷的鼻子是否还有呼吸。

效果
看似很管用，但有“副作用”

“你再不睡觉，大灰狼
就要来吃你”“你再不听话，
就 让 警 察 叔 叔 把 你 抓

走”……随机调查百名年龄
在 60 岁至 75 岁之间的居
民，其中九成以上表示，自
己对孙辈施行过“恐吓式教
育”。他们觉得，这种教育
方式对孩子最有威慑力。

72 岁的老黄有个 7 岁
的孙子。“每次去超市，孩子
总 拿 东 西 往 衣 服 口 袋 里
装。”老黄说，批评了好几
次，可孙子就是改不了。前
不久，眼看孙子又把一块巧
克力塞进衣兜，老黄找保安
配合演了一出戏。等祖孙
俩结完账，保安冲上来搜出
了孩子口袋里的巧克力，当
即 说“ 要 拉 到 小 黑 屋 谈
话”。孩子吓得脸都白了。
最后，孩子哭着道歉并承诺
改正后，保安才让他回家。

也有老人认为，“恐吓
式教育”虽然管用，但也有

“副作用”。70岁的刘女士
曾吓唬外孙安安说：“咱们
小区有个翻垃圾桶的老头，
专门抓浪费粮食的小孩，
你再剩饭，他就把你装进
大麻袋给卖了。”这一招真
起了作用，安安立马把饭
吃干净了。但现在安安看
到收废品的人就会大哭大
闹，两腿发软。

提醒
可能带给孩子一生的阴影

对于“恐吓式教育”，中
国心理卫生协会老年心理
专业委员成建芬认为，“恐
吓”是一些老人常用的教育

方式。“恐吓式教育”的结果
表面看来是孩子暂时的“顺
从”，但由于孩子的认知水
平有限，分不清真假，被家
长恐吓后很容易失去安全
感，更影响到孩子的思维、
行为方式和心理健康，给孩
子造成无限的伤害，甚至产
生伴随一生的心理阴影。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儿
童科副主任医师、乌鲁木齐
市精神科质量控制小组专
家张芳建议，面对一些不涉
及人身安全的问题，比如孩
子睡懒觉、迟到等等，不妨
让孩子自己承担这些行为
的后果。当孩子亲身去体
验，真的知道了自己的行为
有问题，才愿意自觉地去调
整，去改正。

“妈妈，书上说，水瓶座
喜欢狐狸。你给我买只狐
狸好不好？”广西玉林小学
三年级学生笑笑最近迷上星
座，提的这个要求让妈妈啼笑
皆非。目前，很多小学生尤其
是女生，都和笑笑一样成了

“星座迷”，通过研究星座来了
解自己的性格，有的甚至将
星座指南当成“行为指南”，
引发家长、老师的担忧。

“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欢
看各种跟星座有关的图书，
我们发现星座真的很准。”
笑笑举例说，“我和弟弟没
办法好好相处的，因为我是

水瓶座，安静内敛，他是金
牛座，性格火爆。星座不
合，所以整天吵架。”

对于现在小学生研究
星座一事，家长黄女士直呼

“让你哭笑不得”。有一个
周末，黄女士和朋友约好一
起带孩子去露营。可无论
她如何劝说，9 岁的女儿就
是不愿意出门，理由竟然是

“星座指南”提醒她，今天不
适宜外出。

“小孩子缺少辨别能
力，把星座指南当成‘人生
信条’，会不会影响他们的

‘三观’？”黄女士说，她发现

有关星座的东西在小学生
中很流行，很多女生的日常
玩具都和星座有关。

对此，玉林市第四人民
医院副院长、国家心理治疗
师黄英民认为，小学生对自
己、世界都充满好奇心，有
时遇到问题不愿向大人求
助，这时就需要一种外界鉴
定指导他们的行为，而星座
占卜，恰恰满足了他们这种
需求。黄英民建议，如果不
影响学习、生活，家长不要
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同时要
引导孩子正确全面认识自
己。（摘编自《玉林晚报》）

小学生迷上星座，家长哭笑不得

小外孙汤圆
4 岁时，他妈妈喂他吃鱼。
没想到，一根细鱼刺卡在了
小汤圆的硬腭位置。当时，
汤圆鼻涕、眼泪直流，痛苦
极了，去诊所才拔出了鱼
刺。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谁
也没有让他吃鱼了。

今年年初，我带7岁的
汤圆在外面吃中饭时，他看
到一个小朋友在吃鱼，便缠
着我点一份红烧鱼块。吃
鱼时，我帮他挑了一块鱼刺
少的鱼肉，然后将刺一根根
清理出来。没想到，如此小

心翼翼，他还是被一根鱼刺
伤了口腔内壁。当时，我很
后悔应允了他吃鱼的要求。

二月初，我偶然在一本
初中语文课本里看到一篇
课文，对外孙吃鱼突然有了
新的想法。这篇课文讲的
是小亨特在父亲的帮助下，
一步步解决困难、渡过难关
的故事。我想，人是在经历
失败之后，再慢慢成长起来
的。既然外孙那么喜欢吃
鱼，就应该教他学会吃鱼。

接下来，我给小汤圆分
析了这篇课文，还问他想不

想吃鱼，敢不敢吃鱼。小汤
圆有些犹豫地回答我说：想
吃鱼，而且敢吃鱼。于是，
我偷偷地带着小汤圆去外
面开始了学习吃鱼。这一
次，我没有替他挑鱼肉和清
理刺，而是要求他自己挑鱼
肉，自己清理刺。挑好鱼肉
后，小汤圆很小心地吃着。
偶尔遇着鱼肉里的小刺时，
他还会用舌头将鱼刺慢慢
清理出来。就这样，小汤圆
吃了一块又一块，吃了一次
又一次。现在，他终于学会
了吃鱼。（文/黄东升）

教外孙学会吃鱼

“老吴，给孩子唬出毛病，你后悔都来不及！”“老吴，为了哄孙子你可真下本
儿！”“老吴，你快打住吧！”……听到街坊邻居的劝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可克达拉市福安社区的老吴有点苦恼。他说，最近因为自己装病吓唬不听话的
孙子，他成了小区里的笑话。“恐吓式教育”真的管用吗？（摘编自《生活晚报》）

恐吓式教育吓出孙子“后遗症”

特长

儿童节前夕，孙女
幼儿园的老师问孩子们
都有什么特长，准备组
织大家表演节目。

孩 子 们 个 个 举 手
说：我会唱歌，我会跳
舞，我会画画……

最后发言的小孙女
不甘示弱，站起来说：

“我也有特长，我的头发
特长！”（江苏盐城 戚思
权 52岁）

保管红包

一家人聚在一起为
孙子庆贺生日，长辈都
给了他生日红包。我对
孙子说：“尧尧，把红包
给我替你保管吧，你拿
着别弄丢了。”

小孙子想了想说：
“那行，爷爷，等会我就
把红包全给你。”

一会工夫，他把红
包全给了我。我接过来
一看，里面全是空的。

我问小孙子：“红包
里怎么是空的？”

小孙子说：“你说替
我保管红包，我就把里
面的钱拿出来了。”（新
疆哈密 汪小弟 66岁）

持续熬夜做功课
17岁男孩突发脑梗

近日，浙江杭州 17
岁的高中男孩小方（化
名）突发脑梗，在“悬崖”
边走了一圈。

自初三以来，熬夜
做功课就成了小方的日
常。几天前在上体育课
时，正在跑步的小方突
然 眼 前 一 黑 ，双 腿 一
软，重重摔倒在地。这
可把身边的同学和老
师吓得不轻。他们急
忙拨打 120，将小方就
近送到杭州师范大学
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
就诊。接诊的神经内
科副主任医师娄丹宁
最终诊断小方为“急性
脑栓塞”。经过介入血
管内治疗，第二天，小
方才逐渐神志清晰，肢
体基本恢复正常。

娄丹宁强调，并不
是说青少年就不会患脑
梗 ，只 是 相 对 较 为 少
见。脑梗如今有年轻化
趋势。这与人们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如缺乏运
动、吸烟饮酒、肥胖或超
重、长期熬夜、情绪激动
等有关。小方的发病，
就与他长期持续熬夜有
一定关联。（摘编自《钱
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