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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

有些孩子被认为“挺聪明的，就是粗心”。实
际上，粗心背后常常隐藏着各种不同能力上的欠
缺，需要父母发现和引导。

家长可以翻翻孩子的错题本，分门别类地看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粗心。举个例子：抄题、
读题经常串行，说明孩子眼睛的追视能力不够
好。怎么补救呢？可以跟孩子多玩连线游戏、走
迷宫游戏，锻炼孩子的追视能力。

如果孩子经常抄错题，明明题目是2，抄到自
己这边就变成了4，这是孩子手眼协调能力欠缺，
他“从眼睛看到”到“反馈到手上”的通路不够好，
原因是小时候精细运动没有锻炼到位。建议多跟
孩子玩桌游、积木或串珠游戏，在游戏中增进孩子
的手眼协调能力。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孩子真“粗心”。比如，考试
答卷，明明背后还有很大一道大题，完全没答，你
一问，娃说“忘记了”，或者“没看到”，这就需要进
行一些刻意的练习了，告诉孩子做完卷子不着急
交，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平时多和孩子玩找茬儿的
游戏，锻炼孩子观察的能力。

（《中国妇女报》）

学习粗心，原因各不同

□刘士帅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文艺，学校
里各项活动都少不了我，唱歌、演
讲、朗诵、主持我样样能行。当年，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出色的主
持人。可是，毕业后的我，虽几经努
力，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当初那个
梦。在现实面前，我只好无奈地收
拾起自己的梦想，开始为生活奔波。

结婚一年后，女儿降生了。当
我听到女儿第一声响亮的啼哭，当
我听到女儿惟妙惟肖学唱的第一首
儿歌，我发现，女儿的音质非常好，
口齿也相当清晰，瞬间，当年那个未
能实现的主持梦再次点燃了我已经
近乎麻木的内心。

从那时开始，不管工作多忙多
累，我每天都会利用大量时间陪伴
女儿。除了声情并茂地讲故事，教

她唱歌、背诵简单的古诗，甚至不惜
花高价去外面找了老师，一对一教
她发声方法和发音技巧。女儿很努
力，在同龄的孩子当中，的确算是佼
佼者。

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发现
女儿音质虽好，但朗诵、主持问题都
很大，读东西找不到句子重音，唱歌
音域窄，声音打不开……发现这些
问题，我并不愿意从内心深处承认
女儿不适合这条路，而是继续绞尽
脑汁，每天进行强化训练，甚至想尽
一切办法去补救。

结果可想而知，女儿在这条我
为她勾勒的“主持人”道路上，不仅
提高得进程缓慢，甚至出现了厌学
情绪，让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那段日子，我很焦虑，让女儿就此放
弃总觉得有点可惜，继续呢，又完全
不是自己所期望的样子。

关键时候，是老婆的一席话警
醒了我：“老公，我最烦你这种‘鸡
娃’式教育了。咱能不能现实点？
你自己那么能行，不也没当上主持
人吗？再说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我
闺女不当主持人，没准儿有更好的
发展呢……”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曾经的
自己是多么自私和偏执。是啊，每
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人
生，哪怕长大成人后，她只是过着一
份最平常的生活，但是她健康、快
乐，这难道还不够吗？

从那儿以后，我调整了自己的
教育模式，没再强迫女儿去学枯燥
的播音主持。学习压力小了，女儿
自然也变得快乐起来。看到女儿脸
上重新拥有了少年该有的灿烂笑
容，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现代家庭报》）

别 让别 让 ““ 鸡 娃鸡 娃 ”” 替 你 圆 梦替 你 圆 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尤其是儿童
青少年人群超重肥胖患病率增长较快，这与高糖
饮食密切相关，糖的过量摄入是导致肥胖、糖尿病
等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帮助孩子控糖、减糖，是
健康饮食的重要部分。

在近期举办的健康食物与城市发展研讨会
上，专家分享了含糖饮料销售带来的健康警示。
儿童肥胖的危害不容小觑，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
疾病，也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异常、高尿酸
血症等慢病发生的高危因素。

除了肥胖，糖摄入过量还会造成孩子诸多健
康问题。例如，高糖会造成维生素、矿物质缺失，
引发骨质疏松，增加青少年骨折的风险；甜食中的
糖类物质会黏附在牙齿上，不及时清除易形成牙
菌斑，导致龋齿发生；糖在体内的代谢需要消耗多
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容易导致孩子维生素缺乏、缺
钙、缺钾……

为孩子营造低糖、健康的食物环境刻不容
缓。如碳酸饮料的销售者，应当在货架或柜台上
设置符合标准的健康损害提示标识。上海市在全
市159家试点商超及便利店，通过悬挂具有警示
作用的“红橙绿”含糖饮料标识，提醒消费者适当
购买含糖饮料。

家庭食物环境也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
要一环。专家认为，家长一方面应主动学习营养
健康知识、提升营养素养；另一方面需要为孩子提
供学习、体验和实践的机会，营造家庭健康氛围。
在学校层面，专家建议将营养健康知识技能融入

“五育并举”之中，采取课堂教育、劳动教育、同伴
教育等多种方式，提升学生营养素养水平。

（《中国青年报》）

帮孩子远离“甜蜜陷阱”

□尤生荣

婆婆“升堂断案”的场景，你见
过吗？这竟然在我们村真实上演
了。

虽然吴霞和陈石离婚风波得以
平息，但陈石如同做了错事的孩子，
在媳妇跟前自觉理亏，抬不起头，而
吴霞总是用审视的目光看陈石。两
人再没有了往日的热乎劲儿。

吴霞和陈石别别扭扭的异常举
动，她婆婆洞若观火，都看在眼里，
为此忧心忡忡。

事情的起因是吴霞救了摔倒在
路边的初恋情人，没有告诉陈石，引
起陈石的无端猜测。吴霞为证清
白，提出离婚。

婆婆当过多年妇联主任和民调
主任，农村东家长西家短、鸡毛蒜皮
的事儿见得多了，也调解过许多婚
姻纠纷，挽回不少几近破碎的家
庭。儿媳和儿子不冷不热的“休战”
状况，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寻思
儿媳已是当上奶奶的人了，只是一
句气话，未必真的想离婚。转念又
想，儿子这次真的伤透了吴霞的心，
两人之间有了“间隙”，恐一时半会
很难消除。长此下去，何谈家庭和
睦？保不准真会出问题。

身为古稀之年的人，她深知夫
妻间感情一旦破裂，很难修复。几
经考虑，她决定采取行动，对儿子和
儿媳“敲打”一番，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并借此让家人引以为戒，从中受
到警示和教益。主意打定，她通知
全家所有大人务必于星期天赶回
家。

吴霞猜想可能与她同陈石闹离
婚有关。多数人一头雾水，不明所
以。

星期天上午九时，吴霞婆婆“升
堂”，主持了这场特别的“庭审”。她
神色严肃，端坐“审判长”位置，公公
像模像样地坐在“审判员”位置，老
二媳妇不仅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角
色，还兼任“书记员”，维持法庭秩序
的“法警”是小叔子。看老二两口子
闪烁的眼神，估计是临时“封官”，为

婆婆“庭审”摇旗助威。其余人按男
女分坐两侧，“法庭”颇显庄重，唯独
缺少象征权柄的法槌，两位“法官”
未穿法袍。

公公宣读法庭纪律后，婆婆用
力拍打桌面宣布开庭。众人从未
见过如此阵式，心想这是唱的哪一
出，莫非老太太精神出了问题？他
们既好奇又好笑，但被婆婆拍打桌
子的响声和气势所镇住，立马止住
了嘀咕，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婆
婆身上。

“本案庭前调查已查明，当事人
不必当堂陈述，经合议庭核实，现予
宣判。”婆婆严肃地说。

随后全体起立，吴霞热心救人，
应予肯定表彰，树为陈门楷模，期望
发扬光大。陈石知命之年，缺失自
信，妄生猜疑，错怪吴霞，致使家庭
失和，险遭解体。婆婆指出，主要过
错在陈石，责令其当堂向吴霞赔礼
道歉。

从一开始，陈石就低垂着头，听
到这里，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对吴
霞说：“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此刻
陈石的狼狈样，恨不得有个地缝钻
进去。

吴霞未能及时告知陈石真情，
系产生误解、夫妻反目的直接诱
因。吴霞有错在先，功过相抵，应检

讨自身，宽恕陈石，夫妻间应互谅互
爱，不得轻易提出离婚。

婆婆一向偏爱吴霞，没想到竟
当着全家人如此不讲情面。吴霞听
得浑身燥热，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有
心反驳，细想觉着婆婆说得都在理，
下意识地低头拽着衣角，不敢看人。

究其根源，皆由陈石心胸狭隘
而起，当庭诫勉教育，务必洗心革
面，切勿多心生疑，否则必定严究，
决不姑息迁就。

今天在场之人，都应吸取教训，
好生经营家庭，为陈门扬德增辉。

此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得上
诉，再言离婚。

“庭审”期间，孩子们出于好奇，
偷偷趴在窗户上看，觉着老奶奶和
平常判若两人，威严的模样着实吓
人，“小不点”害怕欲哭，大孩子禁不
住笑出声。

众人看老太太正襟危坐、不苟
言笑的做派，想笑却不敢出声。“宣
判”后，大家对不准上诉一说颇有微
词。天底下哪有如此霸道的判决？
这分明是凭借长辈地位以势压人
吗！心想只要吴霞能接受，自己又
何必上心较真呀！

随着一声“庭审结束”，老太太
立马变得笑容可掬，亲切地走近吴
霞，牵着手进了房间。

婆婆“升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