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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京一名初二男孩在
作文中写道：“最近，老爸特地买
了件文化衫，上印‘中国狼爸，将
孩子打进北大！’老爸强势地与我

‘约法三章’，制订了严格的‘家
规’。我不服：‘凭啥呀？’‘凭啥？养
不教，父之过！三天一顿打，儿子
进北大。’老爸厉声叫我站着不
动，操起鸡毛掸子朝我的屁股左
右各是五下：‘看你还敢造反！’”

“‘狼爸’萧百佑将三个子女
‘打进北大’”的新闻，一时引发热
议和仿效；殊不知，萧百佑的成功
之道却是：在孩子小学四年级前，
当“狼爸”；四年级后，当“羊爸”！

做“狼爸”是为

建立条件反射

萧百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只是在孩子小时才打他们。”

“惩戒”，是中国传统教育方
式之一。如，甲骨文中的“教”字，
其右边形似“一只手握着一根棍
子”；小篆则是“攴”(音pu)，《说文
解字》解释：“攴”字，“小击也”。

专家说，古人如此造字，其实
是符合人的大脑发育特点的———
孩子出生时，大脑的神经细胞数
量已与成人相同，但像一堆电脑
零件，一盘散沙，尚未形成大脑各
区间复杂的交织联结。

3—6岁时，神经纤维分支加
多加长；6岁左右，大脑半球的一
切神经传导通路几乎都已髓鞘
化，身体在接受刺激后，可以很快
地、准确地由感官沿着神经通路
传到大脑皮质高级中枢，让条件
反射的形成有了生理基础。

7—8岁时，大脑半球继续发
育，出现了许多新的神经通路。大
脑额叶迅速生长。但是，这一时
期，儿童的直观形象模仿能力强，
而抽象概念的思维能力差。

总之，这一时期孩子的大脑
发育尚不完善，没有逻辑思维能
力，与他讲道理，犹如对牛弹琴。

古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在
私塾里读“蒙学”的孩子若不好好
读书，就会用“戒尺”打手心。

“打”为什么会有效果？因为
感觉器官的刺激，可以形成条件
反射，让孩子再不敢去跨越雷池，
时间久了，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
孩子的好习惯、好品格。

现代科学还发现：打屁股可提
高智商。瑞士卢塞恩心理学学院做
了个实验，一批本来成绩平平的学
生，在实验中被重打屁股后，记忆
力突然大增,考试成绩突飞猛进。
因为当人被打屁股时，其肾上腺素
的分泌会大幅上升。同时，为降低
痛楚，还会分泌内啡肽。当内啡肽
跟肾上腺素混合，将会有效打通新
的神经途径 ,进而有助智商的提
升。这也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所说
的：打了一顿就开窍了。

萧百佑是怎样做的呢？据了
解，他最小的孩子萧冰上小学时，
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他就将“联
系本”上写有成绩的那一页纸给
撕掉了，结果被打了28下。萧百佑
说：“说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
品格和道德问题，这是底线！”

要说明的是，“惩戒”只是传
统教育方法之一。心理学认为：人
在10岁前，属于“他律道德阶段”。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一种天性，
就是“要好”。而且天性让他们认
为服从权威就是“好”，不听话就
是“坏”，所以他们会绝对地遵从
父母、权威者(如老师)或年龄较大
的人。也就是说，对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来说，除了惩戒外，表扬、批
评、奖励等，同样可以建立条件反
射，规范孩子行为。

萧百佑说他在教育中也用表
扬，只不过是人家都用，他就不说
了而已。

打一打，

一定要揉三揉

如果您也想用“惩戒”的方
式———“打”来教育孩子，那需要
注意什么呢？对此，南京市心理危
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建议：

(1)明确“打”的原因：
萧百佑说，他“打前先训话，

讲明错误之处再打”。
如此，“错”和“疼”就会直接

建立起“条件反
射”。

如果你一
味地责骂、威
胁和喊叫，
或 气 冲 冲
地说教，

让小孩子对你的愤怒感到害怕，
内心树立起保护自己的屏障，是
不能帮助孩子建立起规矩的。

(2)“打”要适度。
萧百佑说：只用藤条或鸡毛

掸，伤皮肉不伤筋骨；只打手和小
腿，身体其他部位不打。

打重了会适得其反。有一名
小学生总逃学，父亲气坏了，将他
吊起来打，孩子竟逃出家到社会
上去找“大哥”寻求温暖和保护去
了。

(3)打一打要揉三揉
“揉三揉”，是要让孩子感受

到“爱”。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的基

本需求，第一是吃饱穿暖等“生理
需求”；第二，是“安全需求”。

当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世
界，自身那么渺小和无助，只有在
父母或养育者的爱抚中才会得到
安全。如果被父母“打”了，会在孩
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可能被抛弃
的感觉。而“不安全感”是所有神
经症的共同人格基础。

萧百佑是怎样做的呢？
他说：“我说的话就是军令，

同时又给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我对孩子同样幽默风趣。我
和妻子很注重陪伴孩子，陪他们
学习，陪他们郊游，孩子们不会孤
独。”“我的妻子总是细心观察、准
确反馈，使得我的教育不会过头，
不会让孩子们受委屈。”

萧百佑女儿萧箫的同学说：
萧箫非常开朗，看来父亲的“棍棒
教育”，没有给她造成任何的心理
障碍。

模仿大人

是孩子的本能

“教”，到东汉时，《说文解字》
中的解释是“上所施,下所效”也；
而心理学则说：孩子七岁前是在
他看见的“环境”中成长的。两者
说法，均符合孩子大脑的发育特
点。

科学家在人的相关脑区发现
了“镜像神经元”。此神经元把人
类几万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压
缩成具有内在化模仿机制的特定
的文化编码(如同电脑里的内存

“芯片”)，储存于人的神经细胞
里，让人在观察对象的行为动作
时，可在瞬间辨认和领悟，不假思
索地迅速理解，即“顿悟”。

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使得每
一个孩子天生就有个“顿悟机
制”，一旦与外部事物接触，此机
制就会自动“启动”。因此心理学
家会说：孩子在七岁前实际上是
一个观察者，他会本能地去模仿
大人，模仿他所看到的一切。

“身教重于言教”、“榜样力

量无穷”，在萧百佑的家里有很好
的体现。萧百佑说：“我是孩子心中
的百科全书”；他喜欢音乐，喜欢写
诗，还送给妻子一本诗集。

他的孩子们呢？也绝不仅仅
是成绩优秀，溜冰、琴棋书画，孩
子们样样都会。放假时，孩子们还
到亲戚的酒店打工。

班主任老师说萧尧：“他给人
的感觉是有思想，有性格，还很帅
气。高中时，萧尧就具有普通高中
生所没有的独立思辨能力。”

班主任老师说萧箫：“她对学
习时间的管理十分到位。好像没
有看到过她不开心的时候。她友
善，人缘好，和每个同学关系都不
错。”

孩子四年级后

服理不服人

萧百佑说，孩子上了小学4年
级后，就不能惩罚和重骂，他们的
性格已经定型，再打也没用了。

研究表明，人脑在10岁之前
发育速度最快，12岁左右脑重已
经与成人相当。随着大脑发育的
成熟，具体的形象思维逐渐向抽
象的逻辑思维过渡。

个案：一名初一学生喜欢游
泳。有一天,他的父亲看到一条消
息 :一个孩子游泳时不慎被淹死
了。他立即给儿子打电话：“下午
不要去游泳！”儿子问：“为什么？”
父亲生气地说 :“不让去就是不让
去!”待父亲下班回家,看到一张纸
条 :“爸爸 ,我游泳去了。不是我不
想听您的话 ,而是想以此告诉您 ,

我已经是大人了。”
小学4年级后，孩子进入了

“自律时代”。这时童年时代的百
依百顺已不复存在，原因就是他
的“逻辑思维”已渐成一种重要思
维形式，他的自主意识已逐渐形
成，他开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了。
这时的孩子需要“羊爸爸”。

萧百佑又是怎样当“羊爸”
的？

他说：孩子们长大了，就像天
宫一号进入了轨道，火箭总是要
脱落的。不过，中控台还会对飞行
器进行微调。我也一样，我只会监
督他们往好的方向发展，在具体
的选择上，他们已经独立了。

心理学家说：“超越”或“落
后”于孩子心理和生理发育水平
的教育，都会妨碍孩子的身心发
展。而上面那名初二男孩在参赛
作文中则写道：“曾记否，欧阳锋

错 练《 九 阴 真
经》，导致血
脉倒流，神
志不清。一
味地模仿萧
百佑的‘棍
棒教育’，会

‘望子成聋，
盼 女 成 疯 ’
的！”

(据《扬
子晚报》)

空中污物：

颗粒越小越危险

今年入秋以来，北方一些城市
被浓重的雾霾所笼罩，终日只见灰
黄的天空，蓝天白云成了奢侈品。

PM2 . 5，这个上世纪90年代开
始被学界所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
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而目前，越来
越多的科研成果证明，大气颗粒物
与我们身边的疾病甚至死亡的发
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它们的
个头越小，对人类来说就越危险。

细颗粒物

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宋伟
民教授说，一般而言，粒径超过10

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
面；粒径在2 . 5微米至10微米之间
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
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
粒径在2 . 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
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
细，数量就越多。比起PM10，PM2 . 5

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毒性
物质就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潘小
川教授说。当PM2 . 5吸附了致癌物，
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
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
的深处，而它携带的有害气体、重金
属就溶解在血液里。因此，流行病
学、毒理学的研究都认为，PM2 . 5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非常显著。

人体就像一部精密的仪器，每
一个结构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我
们的呼吸系统天然地有着阻挡污
染物的能力，那些较大的污染物，
在经过鼻腔、咽喉时就已经被阻
挡，即便能进入气管、支气管的脏
东西，也可以随着气管内纤毛的运
动，被运送出呼吸道。不过，对于微
小的颗粒物，呼吸系统的屏障就无
能为力。

穿越屏障以后，细小的颗粒物
开始以各种形式在呼吸道中兴风
作浪。一个最直接的方式是，这些
细微的颗粒物本身滞留在敏感的
呼吸道中，引起局部的阻塞和炎
症。有研究显示，PM2 . 5微米以下
的颗粒物，75%在肺泡内沉积。有
专家说，我们可以想象，眼睛里进
了沙子，眼睛会发炎。呼吸系统的
深处，也是一个敏感的环境，细颗
粒物作为异物长期停留在呼吸系
统内，同样会让呼吸系统发炎。

细颗粒物

会携带病菌

除了自己“干坏事”，细颗粒物
还像一辆辆可以自由进入呼吸系统
的小车，其他致病的物质如细菌、病
毒，搭着“顺风车”，来到呼吸系统的
深处，造成感染。“因为它们非常小，
跟同样多的较大颗粒污染物相比，
细颗粒物的表面积就大得多，它们
的表面就能携带更多的其他致病物
质。”潘小川教授这样解释。

PM2 . 5对我们呼吸系统的损
伤，听起来还算比较容易理解，起
码，在雾霾天气里，脏空气引起的
呼吸不适，是很多人都能体会的直
观感受。但专家告诉我们，细颗粒
物PM2 . 5的危害不止在呼吸系统，
很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者恶化，
也可能是细颗粒物作怪。

那么，细颗粒物究竟有多危
险？即使是专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
也不能做出最准确的描述。因为人
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每时每刻吸入
的空气中都存在细颗粒物，而细颗
粒物的化学成分多达数百种，要摸
透细颗粒物损害人体健康的因果
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据《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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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大脑发育程度决定———

四年级前需要“狼爸”
四年级后需要“羊爸”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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