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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微心理>>

孩子为何校内校外是“双面人”
女孩校内校外

“双面人”

一名小学老师：我任
教小学二年级。我班有个
女孩，在校表现很好，可
只要一看到她父母，就会
无故哭闹。

心理咨询师俞慧晶：
女孩的问题，可能就出在
“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
上。孩子在校压抑了太多
负面情绪，只好回家发
泄。要帮助她重新制订
“好学生”的标准，教会
她正确表达负面情绪的方
法。

同学们给我起绰号

一名初二女生：我遇到
困难时总是缺乏勇气。前不
久班里有位同学给我起了
个绰号，全班同学都放在嘴
上，我心里很气，却没有勇
气和他们去说，我该怎么
办？

心理咨询师韩伟：我
想，那些绰号如果不带侮辱
性，我们可以坦然接受，至
少你还是同学关注的对象，
而且，你可以和同学沟通，
让他们以后不要这样称呼
你。需要改变的是你遇到困
难就想逃避的想法。成长的
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

挫折的态度是否积极，结果
也会有所不同。

儿子爱和女生

煲电话粥

一位母亲：儿子今年 13
岁，最近，总喜欢跟同学电
话聊天，而且还不让我们听
到。后来我发现他总是和一
个女生打电话，聊天时间也
越来越长。

心理咨询师韩伟：你与
儿子之间的沟通似乎是单
向的。其实，孩子有一些比
较好的异性朋友很正常，问
题是如何把握好尺度，建议
你先心平气和地听听孩子
的想法。 (据《新闻晚报》)

家长课堂>>

问题交给孩子 改掉依赖毛病
“妈，学校今天郊游，我

穿什么衣服？”“爸，这个字
什么意思？”经常听到孩子
们这样问，好像他们没有头
脑，孩子们过分依赖家长的
确已成为很实际的话题。

还是把问题交还给孩
子吧。譬如，让孩子自己根
据天气选穿衣服，促使孩子
时刻关心季节气候变化，增
长了自然知识，培养孩子的
生活自理能力。遇到不认识
的字就让他翻字典，久而久
之他会明白字典确实是一
位好老师。一经翻字典找答

案的孩子，他的自学能力，
还用怀疑吗？

除了把孩子自身的问
题交给孩子，还可以有意识
地把一些家庭问题也交给
孩子，与孩子一道讨论解决
的办法。如果孩子的意见被
采纳，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
尊重，他的自信心也许就在
不知不觉中得到增强。给大
一点的孩子买衣服，可由孩
子根据自己的爱好确定选
购什么款式，再和小孩一起
讨论服装的价格。孩子的审
美情趣，经济意识就是在不

断地对比和选择中培养起
来的。

但把问题交给孩子，并
不是说家长可以撒手不管，
恰恰相反，这需要家长倾注
更多的心血，花费更多的精
力。在把问题交给孩子的同
时，还需要家长积极诱导，
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潜移默
化影响孩子，使孩子从问题
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思
考者。孩子分析问题处理问
题的能力增强了，他的生活
自理能力也就增强了。

(据《武汉晚报》)

跨栏

4 月 14 日，2011 年聊城大学学生第 32 届、教工第 21 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共有 52 支
代表队参加，为期三天。图为正在进行学生女子 100 米栏。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聊大科技文化艺术节启动
本报讯 为增强校园文

化活动对大学生思想引领与
成长服务的实效性，聊城大
学团委对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科技学术节进行了整合，决定
4 月— 10 月举办第 26 届大
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

本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
术节以“培育科技创新精神
提升文化艺术素养”为主
题，主要包括校级竞赛项
目、“百家讲坛”、学院科
技文化艺术节等。其中，校
级竞赛项目主要包括“永远

跟党走”庆祝建党90 周年大
学生合唱比赛、“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及
创业计划竞赛、“练基本技
能成美好人生”大学生基本
技能大赛、“思维碰撞实力
较量”大学生辩论赛、“青
春飞扬”团支部交谊舞大赛
等 16 项活动。“百家讲坛”
文化学术论坛邀请校内外专
家及社会知名人士为广大青
年学生做人文讲座、学术报
告，或开展其他形式的文化
学术交流活动。 (杨翠婷)

阳谷法院执行局

狠抓执行队伍

廉政建设

本报讯 阳谷法
院执行局把廉政建设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该局建立干警廉
政建设档案，把廉政
建设作为兑现年终岗
位责任制奖罚条件。
廉政建设采取学讲结
合、查改结合、督举
方式进行。 (魏武)

24名美国师生来聊交流学习
美国学生将与中国伙伴同吃同住同学习

17 日下午，中美学生刚见面就开始交谈，并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 4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洋洋)
“hello!hello!”17 日下
午，聊城三中教学楼 24
名美国师生向聊城师生
热情地打招呼，一些同
学还互相拥抱起来。这
24 名美国师生是美国康
州教育的代表团，将在
聊城进行为期 6 天的交
流学习。

“我们上次刚去了
他们学校，也住在美国
学生家里了。”高二学生
韩铮说，她去美国时住
在戴可妮家，一家人对
她很尊重，还带她到处
逛街、打保龄球，很有家
的感觉。这次美国的同
学来了，韩铮很开心，
“我要好好款待和她结
对子的尼科尔，带她感
受 中 国 的 生 活 和 文
化。”

聊城三中党委书记
田凤奎介绍，这次来学
校的 24 名师生中，学生
有 12 名，在 6 天的交流
过程中，中美双方教师
和校长将进行分科座

谈，美国教师还要给中
国学生上课，让学生们
感受一下外国的教学模
式。美国学生则和中国
学生结成对子，走进中
国学生家庭，和结对子
的中国小伙伴同吃同
住，一起上课。

“上次是高二同学
去的美国，这次在中国
由我们接待。”高一学生
胡炳坤说，这次接待的
主要是高一学生，他高
兴地把自己的房间让给
了和他结对子的奥斯
汀。“你喜欢吃饺子吗？
改天咱们包饺子吃。”胡
炳坤对奥斯汀关怀备
至，准备了很多中国特
有的水果，还准备让妈
妈 给 他 做 点 特 色 菜
吃。

据了解，自 2007
年开始，聊城三中和美
国康州教育团一直保持
来往，双方互派师生代
表团进行交流学习。
200 8 年，双方达成共
识，每年定期进行交流
学习。

第一顿饭吃中国火锅

17 日晚，在花园路一
家饭店，几名中国学生订
了一个 16 人的包间，这是
他们请美国同学吃的第一
顿饭。

“晚上是自由活动时
间，几个人合计了一下，

决定请美国学生吃中国特
色的火锅。”高二学生秦
思源说，他们想通过吃火
锅，让美国同学感受下中
国的饭桌文化。

在饭桌上，美国学生
对吃火锅显得很兴奋。

“我从来没吃过火锅，太
美味了！”一名美国学生
高兴地说，他还不知道羊
肉还可以这么吃。由于是
第一次吃火锅，美国学生
现场学起了拿筷子，夹着
粉丝研究了半天。

不懂中国礼仪
喝水撑着了

晚上 8 点 40 分，聊城三
中高一学生胡炳坤带着结对
子的奥斯汀回家休息。胡炳
坤一边陪着看电视，一边指
着家里的物品教奥斯汀说汉
语。

奥斯汀个子很高，但很
害羞也很有礼貌，虽然有时
候听不懂汉语，他也一直微
笑着点头。胡炳坤的妈妈王
女士给他俩分别倒了杯水，
奥斯汀端起来一口气喝完
了。出于礼貌，王女士又重新
倒满，奥斯汀又端起来一下
子喝完了。王女士和胡炳坤
以为奥斯汀太渴了，又给奥
斯汀倒满了一杯，奥斯汀喝
了几口，又不好意思放下，只
好一直端着杯子慢慢喝。

这时候王女士突然想起
来，奥斯汀不是没喝饱，美国
文化以杯子倒满水后喝完为
礼貌，可王女士则觉得客人
的杯子里空着是主人招待不
周。王女士随后向奥斯汀讲
起了中国礼仪。

本报记者 陈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