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城小明星上报栏目，展现孩子童真

的笑颜，表达父母的祝福与期望，同时具有

纪念意义。本栏目由金色童年独家推出，具

体刊登事宜请与金色童年策划部联系。

照片刊登启事

要让孩子经历点“挫折教育”

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
学院；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
学院(中国教育部重点推荐院校)

招生对象：应、往届相应学历要
求毕业生。

MBA学制一年，Ph.D学制三年，
分在职与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
中文授课，无任何语言要求，泰国

教育部特批中文学位项目，回国
可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学历学位认证，可报考公务员和
加入事业单位，可根据国家相关
文件规定申请落户大城市 (详见

《北京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业
和工作暂行办法》)，创业办公司
免税收与租金，并可申请政府资

金支持。
博仁大学(DPU)是中国教育部

涉外监管网上重点推荐(高等教育
质量认证最佳奖)留学院校，现有全
日制学生21600人，硕士学位学科19

个、博士学位学科6个。
详情咨询：山东师范大学国际

交流学院0531-82618959、13375310989

““输输不不起起””是是孩孩子子的的天天性性

孩子正在上小学的李女士说，
儿子最近迷上了斗陀螺，小区里的
男孩子一有时间就在楼底下聚在
一起玩。一般来说价钱越贵的陀螺
越容易获胜，然而这种轻则几十，
动辄上百的小玩具买上几个花费
颇高，“如果不买，或者斗陀螺输
了，孩子就会发脾气。”李女士对此
相当无奈。

李女士儿子的表现就是一个
“输不起”的例子。其实，从儿童心理
学角度来说，孩子“输不起”是一种
正常现象。在成长阶段，孩子总希望
自己能做得更好，并进一步获得周
围人的认可。但是此时他们并不了
解自己的强项和弱项，或者没有成
熟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

集体活动时，一旦不如他人或在竞
争中失利，便会表现出不满情绪或
将责任归罪到其他人身上。当出现
这种问题时，家长应该及时疏导，正
视对孩子的挫折教育。

父父母母别别当当孩孩子子的的面面争争强强好好胜胜

很多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总会不
经意间流露出争强好胜的心理，比
如带着成年人功利的眼光看待孩子
的输赢，要求孩子做“第一”或“最
好”，不能比别人差等等。潜移默化
中，孩子便也产生了只许成功，不许
失败的心理暗示和压力。

父母鼓励孩子追求胜利和成功
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孩子在失
败中也可以获取更多成长经验。在
本报校园QQ交流群中不少老师表
达了这样的观点：孩子的要求不能

无限制满足，失败除了可以显露自
身不足之处，还可以让人学习谦卑、
顺服。生活中不可能事事如意，凡事
尽力后即使失败也不代表没有努力
和收获。当孩子输的时候，家长给予
适当安慰和鼓励，引导他们正视失
败，才能让孩子在失败和挫折中坚
强起来，塑造更为完整的人格。

为为孩孩子子创创设设挫挫折折情情境境

在德国，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
都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
力。比如，家长经常给孩子设置一些
顺境下的挫折，有时甚至还故意制
造一些犯错误的机会。在德国家长
看来，孩子总有一天要去更广阔的
天地闯荡，所以要从小培养他们战
胜困难的能力。

对于中国家长来说，平时不包
办孩子的一切，不有求必应；让孩
子参加各种劳动，锻炼他吃苦耐
劳；在游戏中使他体验到失败和不
如意等都可以实行。让孩子明白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鼓
励孩子去参加各种体育竞技比赛，
这样既可克服骄傲心理，催其奋
进，又能让其在早期体验挫折，增
强心理免疫力。

第二课堂·家教
今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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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在家里总是受到父母长辈的宠爱，家长想

法设法为孩子排除成长中的各种困难，避免他们遭受委

屈和挫折。“在这种家庭教育下，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学

生在面对挫折和困难不知如何解决应对，耐挫能力差，

遇事输不起。”一多年从事家庭教育的专家表示，孩子健

康成长离不开挫折教育。

一年制硕士、两年课程博士
在职(中文)留学研究生学历学位班招生

第一张王牌 名副其实的一线名师

茂荣教育的小班授课教师均来自一线名校的骨干教师，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

对中高考命题有深入的研究，是名副其实的中高考命题研究专家。

比如，姜老师撰写高考论文100多篇，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征题要求”创作的多条测试题

入选教育部考试中心题库，并在高考试卷上采用。

第二张王牌 全国首创多元复合课型，集多种课型之大成，优化教学，高效课堂。

第三张王牌 全国首创“六度教学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解一题，会一类，通一片；以一作十，以变应变。六度教学法模式：

(尺度 )考什么→ (长度 )学什么→ (强度 )重点学什么

(量度 )怎么考→ (深度 )怎么练→ (高度 )为什么
第四张王牌 集成创新的精细化管理

第五张王牌 创建“家校协作系统”搭建家校互动平台

近期将特邀专家，针对2013年中高考命题趋势举办讲座，解密中高考命题潜规则，更有内

部资料免费赠送，名额有限，须提前预约。

电话：0531-58768196 86400166 QQ：1913517127

父母到底该如何对孩子
进行物质奖励？郑州市教育
学会学习心理研究会主任王
海勇说，首先，父母要清楚两
个事实：事实一，从孩子感知
觉发展的角度来看，孩子越
小越容易受到物质的刺激，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会从简
单的物质刺激升华到社会
的、精神的、心理的和情感的
满足。事实二，所有的物质需
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心理的需
求亟待满足，看到这个心理
的需要也许就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

在清楚这两个事实的同
时，父母要根据孩子的年龄
特点来对孩子进行适当的物
质和精神的奖励。一般孩子
在0~7岁左右对他所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想要的或想
吃的食物等有较强烈的需
求，比如父母说“如果你把垃
圾扔到垃圾桶，妈妈就带你
去公园玩”，这样的方式对其
会产生很强烈的吸引，会刺
激他马上去做这件事。但是
到六七岁以后，孩子已经有
了自我成长的愿望，有了自
己的判断，如果仍然按照6岁

前的方式去刺激他，他会首
先有自己的判断，然后和父
母讨论甚至讨价还价。所以
父母在这一时期，应该逐步
增加对孩子的精神鼓励。当
然孩子越大，精神需求也会
越多，如果父母的方式没有
发展，孩子会反过来不断地
给父母提条件，通过完成父
母的条件来满足自己，当父
母不能满足时就会放弃。这
个时候，父母就要去和孩子
进行平等的对话，了解孩子
的内在动机，进而让孩子接
受客观现实。 (据《大河报》)

对孩子进行物质奖励并非万能

解密中高考命题“潜规则”(续)
——— 茂荣教育的五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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