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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放手治疗“玻璃心”

家长过度保护造成一些孩子性格敏感，不接受批评、难承受落单——

如何改变孩子的“玻璃心”

讲述：孩子性格敏
感，听不得批评

孙女士的儿子小韬上五年
级了，最近小韬的班主任找她
沟通过好几次：因为小韬不能
接受别人的批评，已经在班里
闹了几次脾气。班主任希望家
长能够跟老师配合，改一改小

韬的“玻璃心”。
孙女士说，小韬这孩子的

自尊心很强，心思重，别人说几
句重话，他都要反复念叨，闷闷
不乐好长时间。班主任告诉
我，孩子有这种表现，跟我们全
家把他保护得太好有关。在他
低年级的时候，因为功课压力
不大，同学相处也比较简单，他

的这种性格表现还不明显。升
入高年级后，课业任务有所增
加，孩子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
这些都会让原本性格敏感的孩
子变成“玻璃心”。比如前几天
的自习课上，数学老师看到小
韬写作业速度比较慢，就提醒
了一句“要提高点效率”，这孩
子就跟老师闹起来，连续反问

“我又不是班里最后一个写完
的，为什么偏偏批评我”“我边
写边检查，为什么只看到我不
好的地方”。甚至前几天小韬
看到跟他要好的两个同学在楼
道说说笑笑，也很生气，觉得自
己被孤立了，上前跟两位同学
吵了一架。我想帮孩子调整，
却不知从哪儿做好？

建议：不迁就是最
好的“脱敏药”

12355天津青少年心理咨
询热线首席心理专家东玉林老
师说，孩子的性格脆弱敏感，多
是因为家长的育儿方法出了问
题。家长们都不希望孩子受到
伤害，但如果对孩子保护过度，
就会让孩子行为处事走向另一
个极端，即对别人的评价、批评
过于敏感，听不得“不”字，甚至
在心里反复琢磨别人的批评和
建议，在人际关系上多疑多虑，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孩子正常的
学习生活。

东玉林老师建议，如果家
庭中只是孩子妈妈极力维护
孩子，那么在孩子表现出“玻
璃心”言行后，孩子爸爸就应
该责无旁贷担当起纠偏的任
务。孩子爸爸可以对孩子实
行粗放管理，不再时时事事赔
小心，经过一段时间简单直白
的对话沟通和直截了当的相
处互动，孩子会开始逐渐“脱
敏”。这时家长可以尝试把孩
子送出曾让他感觉舒服的“自
我环境”，鼓励孩子主动融入
集体环境，遇事不纠结、不委
屈，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学会
接纳不同的意见。在此期间，
家长不要做“场外指挥”，不说
教、不迁就、不指挥，让孩子通
过亲身经历体验，了解与人相
处之道。

文 贾林娜 王一坤

物理是一门实验性、理论
性、应用性、数学性都较强的
科学。初中物理作为物理学
习的初级阶段，具有哪些独有
的特点？对刚刚开始物理学
习的初中同学来说，依据这些
特点用对学习方法，才能迎来
良好开局。

一、初中物理的学科特点

第一，初中物理与生活现
象联系紧密，从现象出发分析
原因、总结规律，然后再将其应
用于相关现象的解释，没有复
杂的分析推导，以定性分析为
主，定量计算为辅。第二，初中
物理很注重实验的分析探究，
这对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识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第三，初中物
理比较注重物理概念的理解，
这些知识概念性强，有的还比
较抽象。第四，初中物理重视
物理思维的培养，运用物理语
言描述现象特点及规律，就是
在潜移默化地培养物理思维方
式。第五，初中物理要求具备
一定的数学功底，利用关系式
进行推导计算是必不可少的。

二、初中物理的学习内容

初中物理涉及声、光、热、
力、电等五大模块，每个模块的
学习内容都有各自的特点。

声学部分从实验现象入

手，探究声音产生的原因及声
音的特性，再到声音的利用、噪
声的控制等，虽然包含了较多
的知识点，但内容比较贴近生
活，容易理解。另外，该部分内
容在阶段性考查中也会出现计
算分析即回声测距问题，是初
学者的难点，要掌握这一点需
要了解原理清楚物理量关系后
才能准确求解。

光学部分从生活现象入
手，结合实验，探究光的直线传
播、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光
的折射、光的色散、透镜成像等
特点和规律。该部分涉及的规
律的理解应用、现象辨析、光路
图的判定等都是需要同学们重
点掌握的内容。

热学部分包含物态变化和
内能两部分。该部分内容注重
概念的理解、辨析，实验分析及
计算等。考查的知识点及题型
较固定，其中热学中的比热容
含义理解及实验分析对于初学
的同学来说要重点学习。

力学知识的系统学习是在
初二下学期，从这部分开始，物
理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实验分
析及设计能力、计算推导能力
等有了较高的要求，难度开始
增大。该模块的学习也是初中
物理学习中很重要的转折点，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初中物理成
绩所能达到的高度。

电学部分是初三阶段主要
的学习内容，该模块虽然与生
活息息相关，但相对其他模块
来说，概念有些抽象，不容易理
解透彻，动态电路分析计算及
测电阻的实验设计题是学习的
难点，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
行强化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三、如何学习初中物理知识

想学好初中物理，最重要
的是方法和态度。首先要端正
学习态度。良好的学习态度，
不仅是学习者愿意去做，而且
要坚持认真去做。

其次是用对学习方法。学
习内容不同，学习方法和重点
也会有所不同。在初中物理学
习中，对于声学、光学及热学部
分，知识难度不大，重点在于物
理概念、特点、规律的理解、记
忆及运用。想要学好，最重要
的就是准确记忆。一是要提前
预习，一定先看教材，不放过每
一句话，初步了解要学习的物
理量，把存在困惑的地方标注
出来，课上重点听，先保证听
懂，不懂的地方课下及时问，不
存疑惑。二是复习每天的课堂
笔记，笔记中的内容一定是学
习内容的重点部分，需要在理
解的基础上记准记熟。三是同
步练习要跟上，每节知识的学
习都需要去应用，在运用过程
中检测知识理解及掌握的程
度。没有掌握的内容要通过回
归课本或笔记进行复习，若是
理解上的问题需要找老师解决
困惑，错题重点标注，写明考查
的要点或分析过程，定期进行
整理复习。对于力学和电学这
样知识容量和难度比较大的模
块，除了做到以上几点外，还应
注重典型习题的整理复习，针
对课堂上老师重点讲解的题型
进行记录整理，课下进行独立
分析，并且要坚持每周写一遍，
强化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直
到非常熟练为止。最后，对于
难点部分不要轻言放弃，在准
确记忆知识点及关系式的同
时，进行强化练习，对老师所讲
的每道难点习题要进行反复的
独立书写，经过反复思考，它便
不再是难点。
（程琳，状元100初中物理

骨干老师，8年一线物理教学

经验。）

家庭教育远离“狮吼功”
黄鸣

讲述

我的邻居是个三口之家，
平日和和美美，琴声萦绕。我
们相邻多年，随着孩子长大入
学，琴声逐渐断了，大声训斥的
声音多了起来。临近学期末，
怒斥声、桌椅的碰撞声、孩子的
哭闹声、争辩声成了特定时期
的变奏曲，穿过单元墙壁，飘进
我家。听着声音，我能想象出
孩子的委屈和家长的不甘。

反思

河东狮吼般的教育能使孩
子学业进步吗？答案是：不
能！哈佛大学教授曾经做过一
个实验，如果孩子长期被父母
呵斥吼叫，孩子的大脑用于学
习和记忆的区域就会发生萎
缩，让孩子智力受损，记忆力下
降，注意力无法集中，而且这些
伤害几乎是不可逆且永久性
的。当家长大声呵斥孩子时，
孩子会非常害怕、紧张，从而产
生应激反应。时间长了，孩子
的大脑反应就更慢，看起来更
加迟钝。

建议

没有任何一位家长喜欢打
骂自己的孩子，之所以会发脾
气，大多都是因为孩子写作业
的时候拖拉磨蹭，上课的时候
分心走神，厌学，成绩不好。对
此家长没有好的方法去管教孩
子，只能靠发脾气来宣泄情绪、
以期解决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我与家长
们分享一些方法。

一是学会换位思考。有家
长认为，孩子不听话骂两句很
正常，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未必
如此。家长面对孩子出现的问
题，不能一味以成人的角度做
出评判和要求，可以尝试站在

孩子的角度，倾听孩子的真实
想法，同时要多鼓励和赞美孩
子，摒弃“爸妈是爱你才骂你”
的思想，这样更容易培养出幸
福健康的孩子。

二是尊重和理解孩子。孩
子虽然年龄小，但也是一个有
思想、有感情且独立的个体，家
长没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
孩子身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孩
子无理取闹或任性妄为，只不
过是年龄不同、立场不同，所以
才会引发矛盾，家长应该尽量
学着去尊重和理解孩子。

三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当
家长开始变得愤怒时，可以尝
试调整呼吸，采用腹式呼吸法，
让呼吸平缓下来，同时也克制
自己的情绪爆发，让愤怒得以
缓冲。情绪具有极强的感染
力，家长经常大声呵斥孩子，也
会让孩子变得没有耐心。所
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
的情绪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家
长只有在情绪稳定的状态下，
才有耐心去倾听孩子的解释，
保持足够的理智去开导孩子。

四是理智谈话。为了让孩
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家长
可以严肃地和孩子谈论问题，
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让孩子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但
是请别用“吼叫”代替教育，因
为在家长的“吼叫”声中，孩子
难以倾听家长的分析，孩子接
收到的信息仅仅是紧张和恐
惧。家长要和孩子冷静谈话，
平静的谈话氛围会吸引孩子的
注意力，让他真正了解因为错
误行为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出了问题后，需要承担的后果。
（作者系和平区四平东道

小学教师。）

做好预习打基础 同步练习找漏洞
如何学好初中物理

●爱子心切的家
长总想给孩子最好的

照顾和保护，但如果保

护过度，孩子就会形成

敏感性格，对周围人的

负面评价和人际关系

变化产生焦虑，或耿耿

于怀，或焦躁不安，对

此家长应及时关注并

做好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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