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实
比完美更重要
———读台湾几米的《我不是完美小孩》

写作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还能为您和孩子留下宝贵的成长记录，并让更
多的人和您一起分享教育中的困惑、喜悦和收获。所以，亲爱的老师，拿起笔来吧！

征稿启事

有过工作经历的幼儿教师都练就
了一个共同的本领，那就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即使这样，对于天生好动的
孩子来说， 还是难免有疏忽的时候，特
别是中、小班的幼儿，规则意识还未形
成，容易造成磕伤、抓伤。

一个月前， 实习期刚满的辛老师
被分配到中（3）班。 一天下午，辛老师
主班，在户外活动时间 ，她带孩子玩滑
梯 、做游戏 ，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 ，但
没想到，林林兴奋之余，却摔在了楼梯
上， 下嘴唇磕出了一个虽小却很深的
口子。

这件事对刚参加工作的辛老师来
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看着受伤
的孩子她心疼又自责， 恨不得受伤的
人是自己。 家长终于来接孩子了，辛老
师迎上去说：“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照
顾好孩子，让林林受伤了。 ”“没什么，
孩子淘气，磕磕碰碰是难免的，您不用
太自责。 以后孩子淘气，管他严一点没
关系的……” 林林妈妈还没来得及看
孩子的伤口， 便先用这样一席温暖的
话语安慰着辛老师， 让身为教师的我
们心里暖暖的。

这件事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 ，我
心里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家园之
间到底需要什么 ？ 需要的难道不就是
这种相互的理解 、宽容与信任吗 ？ 假
如林林妈妈不依不饶 ， 说一些过激
的 、泄愤的话 ，可能对于刚参加工作
的辛老师来说 ， 就是当头泼一盆冷
水 。 那种最初对幼教事业的满腔热
情 ，可能就会冷却很多 。 而她这样一
席温暖的话语 、 一个宽容的眼神 ，缓
解了辛老师本就愧疚的心情 ，也更容
易让她反思自己的疏忽 ，坚定努力工
作的信心 。

在幼儿园， 幼儿教师每天要面对
形形色色的孩子和家长，压力很大。 一
些家长不能换位思考， 为一点小事闹
得天翻地覆， 家园间缺乏必要的沟通
与理解，造成很多积怨。 最近中（4）班
的教师与家长之间就产生了一些不愉
快，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 ，我发现原
因还是教师和家长没有很好的沟通 。
如果教师细心地照顾孩子的一日生
活， 把孩子的表现及时真实地反馈给
家长， 在孩子出现一些状况时站在家
长的立场，体会一下家长的心情；如果
家长多站在教师的角度换位思考一
下：“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怎么做？ ”这
样，有效的沟通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彼
此间有了信任， 一些不愉快自然就会
避免了。

家园间的沟通极其重要。 沟通是一
种艺术，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应该学会
用多种方式与家长进行交流。 比如在开
园初或大型活动之前， 可以采用家长
会、 座谈会等形式和家长交流意见，并
介绍幼儿园的教育理念， 班级常规等，
以达成共识。 若是存在于某些孩子身上
的问题， 则可采用与个别家长面谈、电
话交流、或在班级 QQ 群中单独交流的
方法达到共识。 但是一定要注意说话的
方式，可以以孩子的优点为切入点进入
话题，首先肯定孩子的优点，对于孩子
的小错误要委婉、诚恳地表述，并表明
自己的想法与做法， 取得家长的信任，
从而让他们接受建议，共同教育孩子。

对于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存在的
共性问题 ，幼儿园可以邀请专家进行
专题讲座 ，给家长提供一个专业的幼
教讲堂 ，提升家长的育儿理念 。 为了
让家长真正成为幼儿园的一员 ，还可
以开展 “家长体验日 ”活动 ，以班级为
单位 ，选择适宜的时间 ，轮流请几名
家长深入班里当一天教师 ，让他们在
关注孩子的同时 ，体验幼儿教师一日
工作的快乐与辛苦 ，获得更深刻的感
受和理解 。

实践告诉我们，教师和家长只有彼
此信任、宽容和理解，家园共育才会收
到最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铁岭市中日友
好教育幼儿园）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棉花糖
妈妈带宝宝坐飞机，宝宝望着窗外

的白云欣喜地叫着：“哎呀！ 好多棉花糖
啊！ ”妈妈故意逗趣：“想吃吗？ ”

宝宝嘟着小嘴对着窗户说：“有玻
璃舔不到呀！ ”

（曹雪萍）

理 发
女儿 4 岁 8 个月。
昨晚，狂风暴风。 今日，路边大树多

被折枝，甚至树干被折断。
晚间散步，路人多表惋惜。 女儿说：

“妈妈，其实没什么的，暴风雨就是给大
树理发了。 ”

（张静芳）

绘本阅读

孩子受伤之后

家园之间

□ 张春梅

□ 赵海鹰

童言无忌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有很多种表现方式，
有的人会献殷勤，有的人会整天黏着对方，有的人
则会表现出恶作剧，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都有。 而
幼儿对教师的喜欢，大多表现为喜欢亲近或依赖教
师，喜欢在教师面前表现自己，或积极配合教师开
展的活动，等等。

我在幼儿园实践的 3 个星期里， 就发现了这个
有趣的现象。 一节语言课上， 主班教师刚教完一篇
课文，并让幼儿用铅笔圈出自己会读会写的字，并在
那个字的旁边写上一个同样的字。过了两分钟，一个
小女孩走上来笑着对我说：“刘老师，看我写的。 ”我
看了之后表扬了她，叫她回座位上试着念一下课文。
没过一会儿，那小女孩拿着课本又走了过来，睁着大
眼睛对我笑笑。 我又看了一下她的课本， 发现她又
多写了几个字，就再次表扬了她。我知道她是希望得
到自己喜欢的人的肯定，所以才会积极地表现自己。

11 点多，午餐时间到了，我帮孩子们分汤水，那
个小女孩上来取汤水，在我帮她舀好汤水后，她总会
笑嘻嘻地对我说：“谢谢刘老师！”我知道她不是真想
喝汤水，而是因为自己喜欢的教师在分汤水，所以她
才会“三番五次”地上来要汤水，并说上一句“谢谢”
以表示“我很有礼貌”，希望获得教师的喜欢。

有的幼儿对教师的喜欢则表现为依赖。 中午幼
儿吃完午餐后，主班教师就带幼儿回寝室睡午觉。我
们班是男孩、 女孩各站一排， 然后手拉手一起回寝
室。 主班教师走在前面带着，幼儿在中间，我就在幼
儿后面看着他们。 走在后面的小男孩不时回头看看
我，我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害羞地看了看我的
手。 我知道了，他想要我牵他的手上楼梯，因为前两
次都是我牵着他回寝室的，而且平时他也很黏我。但
这次我想，不能一直这样牵着他了，于是我只是把手
搭在他肩膀上拍了几下， 并叫他跟上与他牵手的小
女孩。 他笑了笑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他太依赖我，脱
离同伴，但我也不能完全无视他的心理需求，所以我
采取了这样的做法，让他变得更加独立。

幼儿喜欢教师固然是令人欣喜的， 但作为教
师，要正确对待幼儿对自己的喜欢，不能因此就赋
予某个幼儿特殊的权利或福利。 比如只抱某个幼
儿，这会让这个幼儿产生“我才是老师的宠儿”，“只
有我才能拥有老师的拥抱”等不良心理，而其他幼
儿也会觉得不公平。 只有正确对待幼儿的喜欢，幼
儿才能有良好的发展，而教师的个人素养也会有所
提升。 （作者系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 王灵芝

宝宝任性怎么办
对于接近两岁的宝宝， 很多家长

都会感到难以教育。 他好像能听懂一
点道理， 可大多数时候仍然把任性的
特点表现出来：你不让他做的事情，他
偏要做； 告诉他该做什么， 他总会说
“不”，商量不管用，打骂也不管用；他
可能学会了扔吃饭的小勺子， 把吃饭
的小碗扣在小脑袋上当起了吐鲁番宝
宝；更有甚者，宝宝还会大发脾气满地
打滚，无论父母怎么哄，都无法让他平
静下来， 直到父母再也没有一星半点
的耐心， 在他的小屁股上留下了红红
的手掌印……

其实孩子从 2 岁左右开始， 自我
意识、独立性、探索欲望等逐渐增强，
会变得越来越有主见， 因此家长眼中
孩子的任性、 不听话， 是他成长的表
现， 标志着孩子的独立自主意识越来
越强了。

在面对孩子的任性时， 家长们应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既不能一味满足孩子， 又不能无
视孩子的合理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长，
孩子会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家长们千万不要期待孩子还会像婴儿
时期一样一味听从成人的安排， 更不
能采取强硬措施来让孩子完全服从成

人的权威。 当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时
一定要讲清楚原因， 不要让孩子误以
为是自己的哭闹行为帮助实现了他的
欲望。

其次， 面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
家长们在教育和引导中应当注意以
下几点：

1. 建立规则意识。 平时在生活当
中就应该告诉孩子， 哪些事是可以做
的，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等到
孩子提出要求时才去否定他。 孩子的
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 他很难立即接
受自己的要求被父母否定这个事实。
家长可以提前和孩子约定好， 比如带
孩子去超市， 出门前就告诉孩子：“今
天妈妈带你去超市只是去买菜， 你不
能要求买其他的东西，否则，你就不要
和妈妈一起去了。”孩子一般都能够接
受这种提前的约定。 如果孩子出尔反
尔， 父母可以和孩子说出之前的约定
来提醒孩子，但一定不要妥协，要让孩
子清晰地知道父母是有原则的。

2. 观察前奏。 家长觉察到孩子可
能会出现任性行为时， 就可以及时采
取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这比孩子已经
哭闹时才去转移注意力会更有效果。
比如，朋友小聚时，几个孩子都看中了

某个玩具， 家长可以利用孩子注意力
易分散、 易被新鲜事物吸引的心理特
点，把其注意力转移到其它玩具上，而
不是等孩子们抢起来或打起来时才给
他拿其它的玩具。

3. 冷处理。 如果孩子已经哭闹起
来，家长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孩子
脾气上来时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甚
至你越说道理，孩子就会越倔强。这时
候家长不要因为面子立即向孩子妥
协，这样反而会助长孩子的任性行为。
可以采取冷处理的方法， 但要保证父
母和孩子双方都在彼此的视线范围
内，一方面孩子能够看见父母，会保持
他的安全感（父母能够看见孩子，也能
够保证孩子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
可让孩子意识到， 哭闹不仅不会引起
父母的关注，更不会让父母妥协。等孩
子情绪缓和之后再去安抚孩子， 并且
告诉他没有满足他要求的原因。

其实对于任性的孩子， 跟他们沟
通一定要找到方法，比如游戏的方式，
或者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 说完了
再跟他沟通。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
解决宝宝任性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歪歪兔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育儿顾问）

难题支招

正确看待
幼儿对教师的喜欢

□ 刘 钰

几 米 的 绘
本 ，温暖又寂寞 ，
一直很喜欢 。 他
作品中的小人们
总 是 有 些 落 寞 ，
有些忧伤 ，若你 ，
若我，若他。

带女儿去苏
州图书馆 ， 遇见
这本书 ， 一见倾
心 。 捧着这本很有质
地的厚重绘本 ，读给 6 岁
的女儿听 ，女儿和我一齐
哈哈大笑。一个下午，120
多页 ， 享受图画和文字的美
好交汇。

大家好 ，我叫 “郝完美 ”，现在读小学三
年级。

这个名字是爸妈为我取的。
他们说 ，我小时候 ，不管正面看背面看 ，

醒着睡着，或笑或哭，我看起来都好完美。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
爸妈的要求愈来愈多， 学校的要求愈来

愈严。
我觉得很累， 真想大叫： 我不是完美小

孩啦！

这本书描述了一个三年级小女生郝完美
在学习 、生活 ，尤其是与大人相处中的困惑
与烦恼。 大人从长大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留恋
和怀念童年的美好 ， 幻想能再次回到童年 ，
经历了生活磨炼的大人也更能懂得 “郝完
美 ”同学的呐喊。

几米表示， 女儿是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之
一。 《我不是完美小孩》是他 2010 年的作品，
几米创作这本绘本的时候 ，女儿应该是国小
四五年级吧。

大人都说现在的小孩最幸福了 ， 可是 ，
我的算术老是出错 ， 我的钢琴老是弹错 ，我
的英文老是拼错 ，我的拼音老是写错 ，我的
一点点的小错都被放大成大错 ，大人一天到

晚 在 看 我 哪 里 出
了错 ，可是为什么
他 们 说 我 是 幸 福
的小孩 ，这样说却
没有错？

大人和小孩都
会情不自禁地说 ，
这 个 小 孩 和 我 好
像。 你看：
“早上， 我兴奋写

下一天的计划。
中午， 我焦虑计划

只实现一点点。
黄昏， 我懊恼计划大都没

有完成。
晚上，我承认又是计划失败的一天。
但不论是心情多么低沉的夜晚，
天光大亮后，都是崭新的开始。 ”

不要让孩子按照家长内心期望的那样成
长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要尊重他 ，而不
是改变他。 因为每个小孩一开始在父母心中
都是完美的，只是，后来……后来变成什么样
子，谁也没把握。

几米说，我不熟悉孩子们的世界 ，对他们
的世界感到好奇。几米说，女儿成长的岁月就
是他的绘本成长的岁月。

别把几米看成一个遥不可及的绘本画
家、 作家。 他就是那个爱孩子 ， 疼女儿的爸
爸，笔尖流出的，全是温柔。 只有真心并真正
去了解孩子世界的人， 才可能写出让孩子发
笑，让成人无限回味的作品。 我留意到，书的
尾页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 “这本书不完美
喔！ 下次一定要再进步。 ”“好。 ”

感谢几米，感谢这位细腻、用心的父亲！
《我不是完美小孩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

勇气说， 我不完美， 但我很真实 ！ 承认不完
美， 需要勇气。 只有不完美 ， 才有做梦的可
能 ， 才能带着虔诚谦卑的心走在追求完美的
路上。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新城
花园小学）

“教育故事” 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给人启发或令人深思？

“案例解析” 通过一个具体案例，解析幼儿教育中的规律或令人困惑的问题。

“难题支招”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您解决难题的方法或“绝招”。

“家有儿女” 记述孩子成长过程中感人的、有趣的点点滴滴。

“家园之间” 您是如何搭建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的沟通、理解和配合之桥的？

“绘本阅读” 分享您阅读绘本的经验和感悟，特别是这一过程对孩子的影响。

“七 巧 板” 孩子的画笔是稚嫩的，手工是略显粗糙的，而内容却是最真实美好的，
请将手工及绘画作品拍成照片发给我们。

稿件字数一般在 1500 字以内，投稿邮箱：zgjsbyejy@vip.163.com

幼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