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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溺爱并非真正的爱

会让孩子陷入虚假的舒适区

  陈莹表示，溺爱并非真正的爱。美国心理学
家M·斯科特·派克曾指出，溺爱是一种无需努
力和意志抉择的爱，它看似温暖，实则对孩子心
灵的成长毫无帮助。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许
多家长因为过度溺爱孩子，使孩子陷入了虚假的
舒适区。在这个区域里，孩子感觉自己无需付出
努力，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一切。然而，这种
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实际上剥夺了孩子独立成长
的机会，导致孩子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面对挫
折的勇气。
　　溺爱孩子，家长往往是出于一种无私的、想
要为孩子创造最好条件的心理。然而，这种心理
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陈莹解释，溺爱会让
孩子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即世界是围绕自己转
的。这种认知会严重阻碍孩子的成长，让孩子在
未来的生活中难以适应社会的挑战。
　　不仅如此，过分的溺爱还会削弱孩子的自信
心。当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会感到无
所适从，甚至产生自卑心理。这种心理状态不仅
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事业，还会对其社交和情感
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规规避避““溺溺爱爱陷陷阱阱””  拒拒绝绝““有有毒毒””夸夸奖奖

 在理性教育的框架下

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性教育是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陈莹
说，理性教育并不意味着完全剥夺孩子的快乐或
对其进行严苛的管束，而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
况和需求，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支持，同时也要设
定合理的限制和期望。在理性教育的框架下，家
长的鼓励可以让孩子学会自己去实践和探索。通
过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孩子可以学会如何面对挑
战、解决问题，增强独立性和自信心。这种教育
方式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还能让孩子在未来
的生活中更加自信、独立和勇敢。
　　陈莹提醒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这意味着家长需
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和需求，尊重孩子的个
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只有这样，家长才能与
孩子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连接，成为孩子成长道路
上的坚强后盾。

 夸孩子也要掌握方式

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天赋

  除了溺爱之外，陈莹还提醒家长要警惕另一
种育儿误区——— 不恰当的夸奖方式。
  陈莹说，目前，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更加自
信，常常使用过于笼统和夸张的言辞夸奖孩子。
然而，这种不恰当的夸奖方式可能会让孩子对自
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错误的认识，甚至陷入自负
和迷茫。
　　比如，曾有一位家长因为过度夸奖孩子在数
学学习上的天赋，使用了过多的“聪明”“小天
才”等字眼，导致孩子忽视了自身努力的重要
性。后来，孩子逐渐长大，为了维持自己“聪
明”“小天才”的形象，开始努力讨好家长，而
不是专注于学习和成长。最终，孩子对自己的真
实能力和价值产生了错误的认识，陷入了迷茫和
困惑。
　　陈莹说，其实，夸奖孩子也并非越多越好，
而是需要适度且有针对性。家长要正确看待孩子
的成长，关注他们的具体行为和进步，并给予有
针对性的鼓励和肯定。同时，也要教会孩子正确
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谦
逊品质。
　　陈莹解释，适度的夸奖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
心和自尊心，让孩子更加积极地面对挑战和困
难。但是，如果夸奖过于笼统和夸张，就会让孩
子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产生过高的期望，一旦无
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就会产生挫败感和自卑心
理。因此，家长需要谨慎“毒”夸奖，要夸赞孩
子付出努力的过程，而非夸赞孩子的天赋。
　　在理性育儿的道路上，家长需要保持耐心和
信心。陈莹说，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理
解孩子的需求，并尊重孩子的个性。同时，也要
学会设定合理的规则和期望，鼓励孩子去实践和
探索，让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勇敢和坚强。
  此外，陈莹还提醒家长，要不断更新自己的
育儿理念和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孩子的成长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家长需要
不断学习新的育儿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孩子的成
长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
良师益友。

　 问：我是一名初一男生，一直以来都很期待住
校生活，上初中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是住校
生活远没有我想象中的美好，每天要整理宿舍内
务。我好几次没时间叠被子，被宿管阿姨记过了，
还直接给了我停宿的惩罚。叠被子真的这么重要
吗？不适应住校生活就证明我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吗？我现在真的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继续住校呢？

　　答：住校生活跟家里的生活有很多不同。在家
里，被子偶尔不叠问题不大，顶多被父母说几句，
而且有时他们也会帮忙弄好。但在学校住宿，对于
宿舍内务、日常作息等会有一些规定和要求。你有
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定和要求？你可能也思
考过，住校是集体生活，为了方便管理会制定规章
制度。而且，叠被子等整理内务的事情，虽然看起
来是一件小事，可是它关系到个人习惯的培养，也
是对集体生活的尊重和责任感的体现。通过这些日
常小事，可以帮你学会自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这对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不适应住校生活，当然不能说明没有生活自理
能力，而且能在未上初一前就期待住校生活，说明
你在自理和独立能力方面是很不错的，只是因为刚
入初一，第一次住校，对于住校生活还在慢慢了解
和适应而已，这是非常正常的，其实用不了多久，
绝大部分同学会顺利适应。当适应之后，自理和独

立能力也会迈向一个新高度。
　　那到底要不要住校，又该怎么处理问题？在这
里谈几点看法，希望能够给你多一个视角，帮助你
更好地作出决定。
　　1. 理解住校生活适应是个过程。可以给自己
一些时间，比如一个月或两三周来了解、熟悉住校
生活的各项要求，也可以根据这些要求调整下自己
的时间安排。比如，你说到好几次因为没时间叠被
子而导致扣分，那么可以通过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
穿的衣服、早上起床时间再提早几分钟、起床后第
一时间整理床铺等来改善这一情况。
　　2. 主动寻求同学的帮助。看看那些适应得比
较好、没有被扣分的同学，他们是否有好的建议或
者愿意在你忙不过来时及时给予你一些帮助。
　　3. 积极与宿管沟通。如果对于宿舍生活有困
难或者建议，可主动跟宿管老师进行沟通，表达自
己的实际情况和努力改善的态度，获得对方的理解
与支持。
　　4. 保持积极的心态。你遇到问题能及时通过
平台求助，这说明你是一个遇到问题能积极面对和
解决的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
的问题，问题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相信住宿
的这个困扰在你理清思路之后，也会带给你很多
成长。

据《羊城晚报》

住校生活是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

  “虽然阅读了大量育儿书籍和课程，但当孩子真正出现问题时，
往往因为舍不得惩罚而陷入两难境地，导致孩子可能变得有恃无恐”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要信奉‘赞扬’教育，持续地夸奖和赞美，才
能塑造孩子的积极性格”……面对孩子的成长问题，不少家长感到困
惑与迷茫。
　　虽然爱孩子是家长的天性，但这种爱是否可以无条件地转化为夸
赞和宠爱？在关爱孩子的同时，又该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实施理性教育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潍坊
五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陈莹，请她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为家长分享
育儿技巧和方法，一起探讨如何在关爱与引导孩子之间找到平衡点，
帮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