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一位朋友向我咨询，刚入园的孩子，喜欢
攻击其他小朋友，作为家长，应该如何进行引导。 在幼
儿中，攻击性行为并不少见。 孩子们往往通过行动来
表达他们对事物、对周围人物所怀有的各种不同的感
受。 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多表现为对其他幼儿身体的攻
击，如打人、咬人等。

对于孩子的攻击性行动，可以通过询问以下几个
问题， 帮助父母了解到孩子采取攻击性行动的模式，
这样有助于找出孩子行为的根本原因。

孩子在何地使用攻击性行动。 如果孩子仅仅在某
一个特定的地点 （比如幼儿园） 有攻击性的行为，那
么，家长和教师可以观察是否因为环境（比如太拥挤、
太明亮、太吵闹了等 ）问题 ，触发了孩子的攻击性行
为。

孩子的攻击性行动是不是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人/
孩子，还是一群人，或者指向孩子玩伴中/圈子中（幼
儿园的班级中）随意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攻击性行动通常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是午
睡之前还是在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的过渡期？ 这
些情况下产生的压力，常常是产生孩子攻击性行为的
常见诱因。

其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孩子的生长发育
阶段、孩子的个性等。 一个非常容易紧张、敏感的孩
子，如果来到富有刺激的环境（比如幼儿园的自由玩
耍时间）时，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也会像成人那样，
用愤怒来表达自己的恐惧感。

弄明白了原因，父母在了解孩子的基础上，可以有
针对性地应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并从以下方面入手：

1. 保持冷静。在和孩子交谈之前，先尝试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下来。 父母能够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也
可以让孩子平静下来。 如果父母的情绪较为激动，或
者很气愤，也会让孩子感到沮丧。 记住，父母是孩子最

坚强的后盾，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提前预防。根据对孩子的了解，提前采取措施，

预防孩子采用攻击性行动。 比如，孩子比较害羞，不容
易融入新环境， 父母可以提前带孩子去幼儿园看看，
或者在家中的角落为孩子设置模仿幼儿园的环境，当
然父母还可以借助绘本比如《我不要上幼儿园》等，帮
助孩子克服更换新环境的恐惧心理。

3. 预先告诉孩子即将发生的变化，让孩子做好心
理准备。 比如，孩子在小朋友家玩得很高兴，那么父母
应提前告诉孩子再玩 10 分钟，就要回家吃饭了，并让
孩子选择在这 10 分钟内要玩的游戏 （给孩子选择可
以让孩子感到有控制力，这样可以减少孩子采用攻击
性行为）。

4. 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心情和行为。这种自我意
识能够帮助孩子学会以积极的方式来管理和处理自
己的感情。 比如父母临时决定带孩子外出时，应征求
孩子的意见或者让孩子提议在路途中想要玩的游戏。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会慢慢懂得控制自己情绪的技
巧，并正确地应对具有挑战性的情况。

5. 用语言和行动来传达信息。语言本身可能并不
能足以让孩子停止攻击性行为。 为了帮助孩子理解父
母的要求，父母可以使用一个权威的、自信的语调，用
行动来“停止”孩子的行动。 比如，孩子咬了一起玩的
小朋友，父母可以边用手握住孩子的手，边看着孩子
的眼睛，告诉孩子：打人不对，会让人感到很疼。 父母
要记住的一点是，让孩子改掉坏习惯，要经过不断反
复的行动。

对孩子的攻击性行为进行教育时，父母一定要教
育一致，说到做到。 同时，尽可能和幼儿园的老师做好
沟通，从而达到有效教育孩子的目的，帮助孩子改正
攻击性行为。

（作者单位系加拿大蒙特爱立森大学）

《米拉·洛贝》百年图画书精选
� � � �这是一套精选自奥地利儿童文学大师
米拉·洛贝的经典绘本， 包含 《苹果树之
歌》、《五只兔子》、《大树上的朋友》、《晚安
秋千 》、《雪人历险记 》、《魔法师家的小精
怪》、《小企鹅的故事》7 本图书。 米拉·洛贝
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满童趣的文字， 为孩
子们讲述了大自然里发生的奇妙故事，以
充满寓言色彩的故事， 潜移默化地植入了
孩子们成长中必经的困扰和解决方案。 奥
地利儿童插画大师考夫曼， 以亮丽清新的
图画，对童话故事进行了完美表现，为孩子
们带来了一场阅读的盛宴。

《苹果树之歌》
春天，阳光暖暖地洒向了果园。 红的白

的、粉的黄的，花儿们纷纷开上了枝头。 蝴
蝶、鸟儿和小动物们也陆续来到了果园里。
可是，果树们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谁也不
肯接受这些客人的到来。 只有一棵老苹果
树，总是对每一位客人说：“来我这里吧！ ”
“来我这里吧……”花开花落，四季交替，冬
天到来了。 当果树们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
抖，老苹果树却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晚安秋千》
睡觉的时间到了， 瓦乐丽却迟迟不肯

上床：她在自己的秋千上荡了一下又一下，
展开了一趟美妙的旅行：她来到海边，经过
埃及， 飞过阿拉伯……每一处地方都热闹
极了。 旅行结束，瓦乐丽终于趴在温暖的床
上，香甜地睡着了。

《魔法师家的小精怪》
这是一则充满想象力的魔法故事。 魔

法师波库斯和他的妻子女巫霍库斯觉得生
活很单调，于是他们决定要一个孩子。 波库
斯想要个男孩，可霍库斯却想要女孩。 在施
展了一系列神奇的魔法之后，终于，一个可
爱的孩子诞生了，“它” 究竟是男孩还是女
孩呢？

《雪人历险记》
丽莎给花园里的雪人灌了一口茶，她

想，这样雪人就不会冻坏了。 谁知雪人却因
此烦躁起来。他跳出了花园跑进了城市。可
他不喜欢城市的喧嚣，于是又来到乡野，在
那儿他发现了一片美丽的草坪。 正在他高
兴的时候，小鸟却告诉他：雪人在夏天会融
化的。 于是雪人决定去寻找一个没有夏天
的地方，他划着冰筏顺流而下，穿过海洋越
漂越远， 他能安然无恙地到达那片没有夏
天的乐园吗？

米拉·洛贝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享有盛
誉， 其作品在世界很多国家广泛流传，两
次获得安徒生奖，并多次获得奥地利国家
和地区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奖项。 作者以渊
博的知识和巧妙的文笔，为后世的读者特
别是儿童创作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深受
世界各国孩子们的喜爱。 “给我一架小小
的秋千 ，再加上我的想象 ，我就可以游遍
整个世界！ ”她用一个个奇妙的绘本故事
告诉我们： 只要你敢于展开想象的翅膀，
一切皆有可能。

（本栏目内容由“北京第二书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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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男幼师。 刚踏上工作岗位时，满怀着
对幼教事业的向往，兴奋地走近每一个幼儿，浑身
都是热情，干什么都不觉得累，哪怕是遇到了小挫
折，心里都觉得美美的。

记得有一次，宝宝们午餐后散完步，准时踏入
了睡房。 一阵小小的热闹后， 睡房里渐渐平静下
来。 我照旧从每个宝宝床边经过， 摸摸他们的小
脸，为他们盖好被子。

忽然，一双不停四处乱看的小眼睛吸引了我，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安。 于是， 我蹲下身问道：“宝
宝，是不是睡不着啊？ ”

“嗯，老师在我这里，我睡不着。 ”
“为什么呢？ ”
“因为我不喜欢老师！ ”
“嘿嘿！老师什么地方让宝宝不喜欢呢？ ”虽然

我绷紧了神经，但仍故作轻松地问。
“我不喜欢你的味道！ ”
我不由心底一颤，难道我身上有什么味道？ 我

很注意个人卫生的啊！ 真奇怪！
“我的味道？老师是什么味道呢？ ”因为是孩子

们接触的第一位男性老师，我心里一阵紧张。
“因为……因为朱老师是刚来的，我不熟悉你

的味道，所以我不喜欢。 而别的老师比你来得早，
我熟悉她们，所以我喜欢她们。 ”孩子用力地说。

原来如此，我心底释然了。
我轻轻地拉着孩子的小手说：“你知道吗，朱

老师很喜欢你！ 很想跟你做好朋友，你愿意嘛？ ”
“嗯！ ”孩子的眼神很清澈。
“那我们拥抱一下吧！ 你会喜欢老师的！ 好

吗？ ”我微笑着张开了双臂。
孩子一头扑了过来， 我趁势将脸靠了靠那滑

滑的小脸蛋， 并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宝
宝，你的味道真好，朱老师很喜欢！ 相信你也会喜
欢老师的味道！ ”

说完，我笑着拍拍宝宝的被子：“睡吧！ 我的味
道可以让你有个好梦，记住我的味道哦！ ”

孩子喜欢的不仅仅是老师的味道， 更喜欢那
种师幼之间无距离的爱。

我继续走向别的宝宝的床边， 格外仔细地端
详起每个宝宝的脸，短短几分钟，让我的心里又多
了许多醇香的“味道”。

这样的记忆很多， 正是这一个个温暖的故事
成为我永远的财富， 不断加深着我对幼儿教师这
个词语的理解，成为我在幼教事业里前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幼儿园）

醇香的“味道”
□ 朱伟伟

现在， 很多幼儿园都存在教师不愿
意参加教研活动的现象， 我也时常听到
教师抱怨教研活动浪费时间。 仔细分析，
这既不是教师不愿意学习， 也不是教研
本身存在问题， 而是教研的方式方法没
有引起教师学习的兴趣。 正如我们一贯
强调的，要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教师
的学习也是如此。 教研有道， 而道就在
“放”、“收”之间。

“放”即放权。 如何放权？ 首先，要将
选择权交给教师。 一方面将选择教研组
的主动权交给教师。 允许教师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 或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
择教研组，并参加相应的活动。 另一方面
是将选题的主动权交给教师。 允许各教
研组立足工作实际进行选题。 如新生入
园时，以 “消除小班新生入园焦虑 ”为题
开展教研； 又如为了提高小班幼儿的交
往能力，可以以“如何引发小班幼儿进行
小组合作互动”为题开展教研，等等。 这
些充分尊重教师主体意愿、 贴近教师工
作的教研课题，既能解决教师实际问题，
又能提高他们的教研能力， 自然也能激
发他们主动参与教研的积极性。

其次， 要将发言的主动权交给教师。
特别是普通教师，要为他们在教研中始终
保留一席之地。 在教研活动中，经常出现
领导“一言堂”，骨干教师“占主阵”，普通
教师游离教研活动之外的现象。 因此，无
论是评课、说课，还是研讨，都必须将普通
教师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强者
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

最后，要将结论的决定权交给教师。
不同教育理念的引领， 会产生不同的教
育行为和教育策略。 在教研过程中，管理
者要将讨论结果运用的决定权交给教
师，这样既能引发教师主动思考，将别人
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思想， 避免人云亦
云、从众唯上的现象，同时也是对教师教
研能力的一种肯定和尊重。

“收”即引领。 教研活动没有实效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专业引领。没有引
领，很容易造成“近亲繁殖”的局面；没有
引领，教师始终在同一水平上互动，也很
难得到进一步提高。目前幼儿教师群体普
遍存在专业理论薄弱的现象，教研最大的
瓶颈就是缺乏理论指导。 为此，在教研活
动中， 要有专业人士为教师提供理论支
持，为教师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帮助
教师解决难题，使教师从突破中体验成功
的快乐，从提升中获得成长的幸福。 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有了生命，实践有了
引领。 理论能让实践开出生命之花，实践
能使理论更加丰满。

与此同时，幼儿园的教研活动还要有
管理者的分层指导。 由于条件限制，幼儿
园不可能经常请到专业人士进行专业指
导。 为此，管理者要充分发挥教研活动中
的主导作用， 既要尽可能地提供理论支
持，又要对不同专业需求的教师给予不同
的帮助，对不同发展层次的教师给予不同
的指导。比如，对于刚刚“上路”的新手，应
该从分析教材、制定目标、设计方案着手，
直接点拨；对于已熟悉教学的教师，对其
发展的薄弱环节给予引导，使其自主发现
问题，自主探索解决问题；对于骨干教师，
重点在提高探究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方
面给予理论引领。如此一来，教研还会“受
冷落”吗？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麻城市幼儿园）

教研有道
□ 叶 丽

经典绘本大观 2

小棉袄
下午，妻子带着 5 岁的女儿逛商场。 到家时，

女儿给我展示新衣服。
妻子看着开心的女儿， 眉眼间全是幸福。 我

问：“怎么没见你给自己买的小棉袄。 ”妻子说不舍
得。 为了让孩子明白父母的爱心，我问女儿：“知道
妈妈为什么没给自己买小棉袄吗？ ”

女儿绷着小脸严肃地说：“爸爸， 妈妈的小棉
袄怎能随便换？ 你不是总说，我是妈妈的贴身小棉
袄吗？ ” （陈华）

忘了做梦
早晨，我准备送女儿去上学。 女儿却推脱说：

“爸爸，我今天不想去学校了。 ”
我忙问为啥，女儿说：“因为要写作文。 ”“这怕

什么？ ”我说。 “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我昨天晚
上忘了做梦，我担心老师会批评。 ” （李成林）

童言无忌园本教研

我是男教师

面对幼儿的攻击性行为

儿子属狗，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儿子跟狗十分
亲密。 5 岁时，儿子跟外婆到舅公那里拜年，带回来一
只“狗貌不扬”的小狗，小小的个子，棕褐色的毛，小鼻
子小眼睛。 但是儿子并不嫌弃，并给它起了一个很酷
的名字“乔明”，因为儿子那时候很喜欢乔丹，可见，他
对小狗的喜爱程度。

家里的楼房有三层，一楼外面有菜地，有儿子和
我栽种的两棵桂花树 、三棵油桃树 ，很有农家田园
的感觉 。 就这样 ，楼下这块空地很快成为了儿子和
乔明的百草园。 儿子跟乔明赛跑、追逐、嬉耍。 白天，
儿子跟乔明在一起，晚上，则回到三楼睡觉。 每次洗
漱完，儿子总要抚摸着乔明跟它依依不舍地道别。

一次，儿子和我一起去操场玩，乔明屁颠屁颠地
跟着儿子后面，回来时我们就直接上了三楼，儿子把
乔明放在地毯上。 等我洗漱回来，就感觉不对劲，房间
里有种异样的味道。 我搜寻味道的来源，估摸着是乔
明的杰作。 我要儿子也加入搜寻味道来源的工作。 “妈
妈，妈妈，在这里！是乔明拉的粑粑！ ”儿子嚷道。果然，
在走廊的尽头的角落里，在我为儿子锻炼身体而铺设
的蓝色地毯上，一小坨狗屎正堆在那里！

这堆狗粑粑怎么办？
我求助地望着儿子。 儿子嘴里对乔明嘟哝着：“乔

明，讨厌的乔明，不讲卫生的乔明，我再也不会带你到
楼上了！ ”我还是不动，看儿子怎么办。 只见儿子一边

嘟哝，一边从厨房里找来了塑料袋，小心地将狗屎处
理掉。 弄完这些，儿子回头看着我。 我满脸笑意地来到
儿子面前，一把抱起他 ，亲了一下 ，夸道 ：“儿子真不
错，能把自己的疏忽弥补得这样好，妈妈真高兴！ 不
过———”我皱了皱眉头，儿子不明所以，立即问道：“不
过，怎么呢，妈妈？ ”我放下儿子，趴下身子，把鼻子故
意很夸张地放在刚刚乔明拉粑粑的地方，然后，做出
难闻的样子。 儿子明白了。 他又跑去拿来纸巾擦地毯，
擦了用鼻子闻闻，又从卫生间拿来抹布，用一点水把
抹布蘸湿,跪在地毯上使劲地擦，擦一擦闻一闻，闻一
闻又擦一擦，确认没有味道后，又回到卫生间，把抹布
洗好了才出来。

乔明是儿子要带上楼来的，上楼前，我就告诉了
他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是儿子执拗地想让乔明享受
楼上的“现代文明”，我也就不再反对。 于是收拾乔明
的粑粑，儿子自然觉得责无旁贷！ 我呢，则也乐得偷
懒，同时，也让儿子体会到劳动的辛苦以及承担责任
的必要。

后来读了蒙台梭利的书 ，我才恍然 ，原来 ，无意
中，我的做法契合了孩子成长的规律，那就是教儿童
做，而不是替儿童做。 让儿童自我成长，培养儿童独
立、自主、敢于担当的精神。 而我多年前的做法，就是
不自觉地成为了儿子成长的援助者！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桑植县第一中学）

做孩子成长的援助者
□ 刘尊华

□ 玛希娅

难题支招

家有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