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陌生人送上的东西

场景：傍晚，5 岁的蒙蒙
正在路边挖沙子玩，这时一
个陌生的男人热情地凑过来
要和蒙蒙一起“建城堡”，
还送给他一支漂亮的小水
枪。几分钟后蒙蒙就和“叔
叔”混熟了，此时，“叔
叔 ” 要 带 蒙 蒙 去 吃 肯 德
基……
应对方法：类似这样的事

情在生活中时有发生。所
以，父母要让孩子学会对陌
生人给的任何东西都别动
心，尤其是对“我是你爸爸
妈妈的好朋友”等都别相
信；并且明确告诉陌生人，
父母就在附近，或用“爸爸
马上就要来接我”的话，把
陌生人吓走。假如陌生人还
缠着你，就声东击西，趁其
不备朝人多的地方跑，大声
求救，高叫“火警！”以引起
路边人的注意。

游乐场找不到父母

场景：在熙熙攘攘的游乐
场，4 岁的扬扬跟着一个小姐
姐从滚筒滑梯到太空舱，又从
蹦蹦床到气垫床……等小姐
姐走后，扬扬才发现自己找不
到妈妈了……

应对方法：4 岁以上的孩
子都应该清楚记得家人的电
话和自己的住址，平时父母

要将如何打电话和如何在街
上找到公用电话的方法一遍
遍地演示给孩子看，如果是
5 岁的孩子，有必要让他学认
路和辨别方向，知道距家最近
的公交站名。如扬扬在游乐场
与父母走散，可以在原地稍等
一会儿，然后请工作人员帮忙
找到广播室求助。

需要提醒的是，父母要
嘱咐孩子“遇事不慌”，千
万不要随“好心人”到人少的
地方或他的家中。

独走时有人盯梢

场景：放学后茵茵没有看
见妈妈来接自己，便心想：“反
正家离学校不远，我已是个小
学生了，能自己回家的。”于是
很自信地一个人走了。茵茵边
走边玩，这时有个中年男人跟
着她走走停停，等进了小区，
那男人主动对茵茵说自己也
住在这个小区，然后问茵茵家
在几号几室……
应对方法：如果遇到以上

场景，父母要告诉孩子，独自
回家时，发现有成年人在后面
跟着你，一定要想办法“割”掉
这个尾巴。

简单的方法是，到一个
离你最近的十字路口，向正
在执勤的交警叔叔问个路，
或者直接说后面有坏人跟着
你。遇到危险的时候，让孩
子懂得求助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坏人胁迫你跟他走，就

惊叫着奔向人多的地方；如
果知道这时家里没人，千万不
要往家里跑。

遭遇有人过分亲昵

场景：熠熠在小区里玩，
这时一个熟悉的叔叔从背后
拍了拍她的小屁股，又摸摸她
的脸，反反复复地夸她是个美
丽的小女孩，还说要送给她漂
亮的衣服……
应对方法：在孩子遭遇性

侵犯的案例中，相当部分是熟

人造成的。因为他们已经取得
了孩子的信任，不再受到设
防。所以，父母要给孩子一个
原则：除了爸爸妈妈，别人都
不能碰我的身体，也不要轻易
暴露自己的隐私处，更不能让
别人接触自己的隐私处。

此外，还要让孩子知道，
不能让自己与陌生人在封闭
的房间里相处，如果有人正
在侵犯自己的身体，可以大
声叫喊：“爸爸快来呀！”
以此来蒙蔽坏人，然后趁其
不备，赶快逃离。 （文正）

别拿孩子想法不当事

贾先生把九岁的儿子
带到美国，并送他进那所
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读
书。不知不觉一年过去
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
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
家，而是常去图书馆，不
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
来。贾先生问他一次借这
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
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
脑，头也不抬地说：“作
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
子打在电脑屏幕上的标
题，贾先生真有些哭笑不
得——— 《中国的昨天和今
天》。这样大的题目，即
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贾先生严声厉色
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
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
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
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
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
的历史、地理、文化，分
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
自己的看法。”贾先生听
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
了，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
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
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
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过了几天，儿子真的
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

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
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
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
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
闹闹的还很全面。贾先生
没称赞，也没批评，因为
他自己有点儿发愣，一是
因为他看见儿子把这篇文
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
文章的最后列出了参考书
目。他想，这是他读研究
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
式，那时他 30 岁。

孩子作为个体的人，
也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
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
什么也不懂，对孩子的想
法和行为不当回事。父母
总是漠视或训斥，这显然
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从
而孩子也不愿和我们说心
里话，更不会听我们的。
我们应该给孩子尊重和鼓
励，帮助孩子。

现在的孩子有较强的
灵活性以及敏锐的洞察
力。我们不要束缚孩子，
不要过分害怕失败给孩子
带来痛苦，以致拒绝承认
失败对他们来说正是学习
的机会。我们不要用“小
孩子知道那么多干啥”来
约束孩子，不要低估孩子
的天分，你的孩子或许比
你想象的更为聪颖。

格父母课堂
从孩子开始学会走路的那一刻起，父母就该

逐渐教会孩子，当遭遇不测而父母不在身边时，如
何让自己转危为安。以下假设的几个场景以及应
对方法，供父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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