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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抵制“受虐鲫鱼”

从不吃鱼的孙子终
于答应尝尝，老婆高兴
坏了，第二天中午马上
动手做她的拿手好菜
——红烧鲫鱼。饭前我
和孙子在客厅里看电
视，不料，一条新闻又让
孙子打了退堂鼓。新闻
里说：英国多家超市停
止出售笼养母鸡产下的

“受虐鸡蛋”，因为不少
消费者指责把母鸡圈在
笼子里饲养过于残忍。

孙子大叫：“奶奶，我
不吃鱼了！你把活蹦乱
跳的鲫鱼杀死，然后烧着
吃，太残忍了，我也要抵
制‘受虐鲫鱼’！”（湖北武
汉 明伟方 55岁）

慢工出细活

周末小外孙要完成
一篇命题作文。他一个
下午都没出房间，我推
门进去看时他还在写。
我便问他：“一篇作文，
你一下午都没写完呀？”

小外孙调皮地说：
“姥爷，我在慢慢写，一定
要把这篇作文写好，这叫

‘慢工出细活’嘛！”（河北
衡水 王保训 60岁）

近日，辽宁一名退休教师给外孙女辅导作业的视频走红网络，引来上百万网友蹭
课。老人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不少网友表示需要“同款姥爷”。如果说父母辅导作业是鸡
飞狗跳，那么祖辈参与孩子的教育时，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摘编自《南国今报》）

父母不可缺位

有着 20 多年小学
德育工作经验的张春
华表示，高知老人带娃
更能从精神上影响孩
子，从小接受知识的熏
陶，更易养成自主学习
的习惯。虽然高知老
人不是每个家庭的标
配，不过长辈们愿意花
时间来陪伴孩子，这本
身 就 是 一 种 爱 的 表
现。同时，在教育问题
上，孩子的父母不可缺
位，因为祖辈的照顾并
不能完全替代父母的
陪伴，取长补短形成良
性互补，才是最优的解
决方案。

祖辈辅导作业会有怎样的火花

退休教师辅导外孙也头疼

“给娃辅导作业，连我妈这个
当了 30 多年的老师都头疼。”广西
南宁的梁女士表示，儿子正读小
学，母亲阮女士是一名退休小学数
学老师。从梁女士怀孕开始，阮老
师就信誓旦旦地表示，以后外孙的
数学功课她“包教会”。然而当外
孙上小学后，阮老师辅导功课的画
风却变了。

讲数学题时，阮老师激情澎湃
地讲完第一遍，看看外孙的反应：
一脸懵圈。好，她又展开讲第二
遍、第三遍，外孙还是似懂非懂。

“这么简单的题目，怎么讲了
几遍还不会？”阮老师表示，上了30
多年的数学课，教过各种各样的学
生，没想到在辅导外孙功课时，却
遭遇挫败。

外公带娃练写字主打快乐

“我们家妞妞从小跟着外公外
婆长大，外公带娃主打一个快乐。”
女儿读五年级的高女士说，孩子的
外公是一名化工专业的高级工程
师，也是书法爱好者。从娃四五岁
起，外公就给外孙女准备了一套小
的书法用具，两人一字排开练习。

“外公带娃练字比较佛系，刚开
始连笔画都不教，由着外孙女自由发
挥。用他的话说，就是先找手感。”
高女士说，没过多久，娃有了模仿外
公写字的意思，他才认真抓起小手教
笔画，而且每次只练 5—10 分钟，一
天两次。这个练字习惯一直坚持到
现在，“身边不少朋友都特别羡慕”。
娃上小学后，写的字经常被班上老师
当做范本，拿了不少奖状。由练书法
起步，后来娃又爱上了国画。

爷爷鸡娃不成反被“套”

林女士平时工作忙，儿子浩浩
的生活起居多由奶奶照料，学习则
由爷爷督促。浩浩专注力不够。为
了激励孙子坚持学习，爷爷给浩浩
设定了各种学习奖励：吃一次肯德
基、买一块小蛋糕……这样的招数
起初还挺有效，可时间一长，浩浩便
开始投机取巧。

发现爷爷对拼音不熟，浩浩在
练写拼音时故意反问：“您认识这
个拼音吗？能写给我看吗？”好胜
的爷爷在练习本上写下一个拼音，
浩浩又提出多写几个。就这样，老
师原本要求练写的 5 个拼音字母，
爷爷帮写了 3 个。鸡娃不成反被

“套”，爷爷发现后调整了辅导方
法，改走虚心好学路线，让孙子当

“老师”教他写。

水深火热型 反PUA型 双向陪伴型

近日，一位家长照着
“夸孩子神器”念，真的让孩
子学习的劲头一下子上来
了！然而，也有奉行赏识教
育的家长疑惑，“为什么儿
子越夸越娇气？”

“夸孩子神器”指的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夸孩子
100句话”，比如“你的努力
和 坚 持 是 非 常 值 得 称 赞
的！”“你的进步真是让我感
到骄傲！”……这些夸奖的
话被整理成“100句夸娃模
板”，并冲上热搜。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这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莫华说，
心理学有个“镜映”概念，简
单说就是，人们会通过他人
的反馈去认识自己。

对家长来说，夸孩子有
什么技巧吗？莫华表示，真
正有效的赏识教育，家长除
了用心观察孩子，从内心深
处接纳孩子外，最重要的是，
要投入真情实意，并讲究时
机和适度。例如去参加家长
会，孩子热切期待老师的评

价时，父母不妨给孩子一些
正向反馈，“即使老师没表
扬孩子，家长也可以把自己
观察到的孩子的进步，转变
成老师说的”。但是，鼓励
式教育不是只给表扬，不说
缺点，这样会让孩子失去分
寸和边界。家长会上，对于
孩子的缺点、不足，家长可以
在心里做个标记，等到时机
合适时，比如孩子再次犯同
样的错误，这时再向孩子转
述老师的意见，表达自己的
态度。（摘编自《玉林晚报》）

“夸孩子神器”火上热搜

隔代最 亲 奶奶们的隔代亲主要体现在吃饭穿衣，爷爷们的隔代亲则似乎更讲究形式感。

爷爷们的仪式感

从孙女出
生第一天，我
就开始用镜头
记 录 她 的 成
长，12 年从未
间断。每年她
的生日，我都
会为她制作一
本精美画册，
留存她一年来愉快的时光。每个月我还
会为孙女选一张头像，累积拼图做对比。
从这一幅幅头像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孩
子的变化成长，这也算是我为孙女留下的
不可复制的影像。（山东济南 马卫国）

儿媳拍照发朋友
圈，说我是她儿子的

“御用”理发师，此话
一点不假。孙子从上
幼儿园到现在读高
一，头发都是我理的，
况且我还只为孙子一
个人理发。每次理发
都是我们爷孙俩最快乐的时光。孙子
可尽情地在平板上玩乐，我则随意使唤
他左转右转、低头抬头……他爸妈还有
他奶奶忍不住要凑上来，拍照留念，围
观指导。理个发，一大家子不知有多欢
乐多热闹。（湖南长沙 吴志强）

用镜头制作爱的“拼图” 做孙子的“御用”理发师

女婴吃3颗葡萄
肠梗阻

近日，江苏一名 7
个月大的女婴因被投喂
3 颗阳光玫瑰葡萄而肠
梗阻，引起大家对婴幼
儿喂养问题的热议。

对此，云南省昆明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
科营养门诊负责人丁晓
燕表示，从喂养食物的
性状上是与月龄不匹配
的，属于一种“超龄喂
养”，可能给孩子带来风
险，“事实上，我们身边
有些家庭自认为‘正确’
的喂养方式，同样给孩
子造成了不良影响”。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营养门诊曾遇到这样的
例子：婴儿才一个多月，
家人就开始给他添加米
粉。实际上这个月龄的
婴儿还没有可以消化米
粉的淀粉酶，过早添加
会引发孩子消化不良，
进而导致营养吸收慢和
生长发育落后等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判断
你对孩子的喂养方式是
科学合理的呢？丁晓燕
强调，最好的检验方式就
是定期进行儿童健康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并在医
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
（摘编自《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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