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档亲子类明星真人
秀节目——— ——《爸爸去哪儿》的
热播，“父亲在孩子成长中扮演
什么角色”的话题讨论也随着再
次升温。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男
主外女主内”，很多孩子平时都
是妈妈带，爸爸由于工作忙一般
陪孩子的时候很少。对此，教育
专家认为，把教养孩子的责任一
股脑儿推给母亲的做法是错误
的，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利。有
调查研究表明，父亲的陪伴，有
利于孩子的心智发育，有利于培
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和健壮体格。

一般而言，母亲的细腻、温

柔、善良，更有利于培养孩子
“柔”的性格成长；而父亲勇敢、
坚强、果断，则有利于孩子“刚”
的性格形成。专家认为，父爱和
母爱应该适度均衡，互相弥补，
例如0至3岁阶段的小宝宝，更多
需要身体方面的养护，这时候，
需要耐心细致的母亲付出更多
一些；待孩子长大一些，开始萌
生外出锻炼、冒险、探索需求的
时候，则需要父亲更多的陪伴和
引导，尤其是男孩子，可以受到
父亲身上“阳刚”特质的影响。

那么，作为父亲，应该从哪
些方面去影响孩子呢？教育专家

认为，第一，父亲可以教会孩子
坚强。正如书中所说，母亲的教
育像给孩子喂红糖水，而父亲的
教育像给孩子补钙。这种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只要父亲少一些应
酬，多一些和孩子接触的时间，
孩子的刚性自然会滋生出来。

其次，父亲应该培养孩子的
探索精神。一般而言，男性的探
索精神比女性强，他们和孩子在
一起常常会做一些探索性的活
动，例如孩子把玩具拆开，母亲
可能会骂他们一顿，但父亲却会
和他们一起去拆，然后再教孩子
把玩具装好。父亲会对新生事物

感兴趣，因此也会激发孩子对新
事物的兴趣。

再次，父亲应多带孩子进行
户外活动，例如跑步、游泳、打球
等，锻炼孩子体格的同时，无形

中也培养了孩子的意志力。
此外，父亲还可以和孩子一

起下棋，提高孩子的逻辑思维能
力；父亲还可以带孩子做手工，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等等。

幼幼儿儿的的时时间间观观念念如如何何建建立立
一般家长认为有时间观念是对

成年人的要求，而忽视了对孩子的
培养。若是父母能在早期就培养孩
子良好的时间观念，就等于给了孩
子以知识、力量、聪明和美好的开
端。

胎儿期：孕妇应让胎儿在胎内
的生活有规律，首先自己的生活就
要有规律。按时进餐、睡眠、工作、学
习、休息、娱乐、散步等。

初生到1岁：新生儿出生1个月
后对新环境逐步适应，就会随母亲
为他的生活安排而产生了初步的时
间观念，养成按时睡眠，按时吃奶，
按时要人抱起逗乐，而逐步在新环
境中调节好生理节律，使“生物钟”
按时走。

随着月龄的增长，婴儿也逐步
感知时间的概念，到了吃奶的时间
会哭着表示肚饿了，吃完奶后间隔

一定的时间排出尿，会哭着要母亲
调换尿布。当他睡足、吃饭以后就哭
着要求母亲抱起逗乐，玩累了就会
在规定的时间自动入睡。

1岁—2岁：这时期孩子的动作
发展已能自由行走，双手会做点小
事情，并能用简单的词来补充动作
的不足表示自己的心愿。父母可以
指示他用动作和语言来培养时间观
念。

例如，每到清晨醒后，孩子会爬
起来要求起床、穿衣；随后指着毛巾
要洗脸、洗手；走到桌边要吃早餐。
到了时间要上托儿所，母亲上班了
会挥手表示再见，晚上累了会走到
床边要睡觉。

2岁—3岁：孩子已能用完整的
语句表达自己的要求，这时应该让
他接受时间刺激来锻炼语言能力。
例如：教孩子每天早上7点钟按时起

床、7点半吃早点，8点钟上托儿所，
下午4点或5点接他回家，6点或6点
半吃晚饭，晚上8点半上床睡觉。这
时可以给孩子做一个玩具钟，虽然
孩子还不能识太多的数字，但可每
天教他拨动指针转动到一定的位置
来表示当时活动的时间，使他逐步
感知时间，懂得按时作息。

此外还要帮助孩子严格遵守时
间。如画图、玩玩具、做游戏等都要
按时进行，按时结束。

孩子的注意力不集
中是自我控制力引起的。
父母一定要克服对孩子
粗暴、焦虑的态度，关心
体贴他们，同时认识到合
理要求孩子的重要性。孩
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

1、用图画式的提醒
来帮助孩子记住该在什
么时候、什么场合做什么
事情。

2、鼓励。这种鼓励不
光是物质的奖品，还可以
是精神上的安慰、言语的
赞许，让孩子在每一个环
节都清楚正确与不正确
的界限。

3、在孩子犯错误之
前进行限制。注意力障碍

儿童常常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我们不要等到孩
子做错了事才说话，一定
要有预见能力，在他可能
出现破坏性活动之前就
加以限制。

4、孩子玩一种玩具
时全身投入，正是在培养
聚精会神的习惯，此时家
长切不可打扰、干涉。

5、不要同时买太多
的玩具及图书给孩子，使
不知所措，而无从培养仔
细、有耐心、反复和专注
一件物品的习惯。

6、布置一个固定的
玩游戏的角落，将环境收
拾得有条不紊，以减少孩
子分心的外界事物。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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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培养养孩孩子子，，爸爸妈妈都都要要““上上””
早教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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