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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博雅 杨琳琳 余翠平 采写

邰怡明 绘图

淘气、爱玩是孩子的天性，那么为人父母如何在给足孩子成长探索
空间的同时，保证孩子避免受到意外伤害呢？在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过
程中，家长们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给孩子全方位的保护呢？下面我们一起
听听家长和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每个孩子来说， 爱玩是他们的天性， 可是作为父母来说， 又很
害怕孩子在玩耍中受到意外伤害。 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家附近有湖，
一到暑假， 很多男同学就会去小湖里游泳， 记得有一次， 有两个小男
孩在游泳时不幸溺水死亡了。 男孩的父母赶到时， 看到死去的孩子，
哭得撕心裂肺， 死去活来， 那种悲伤的场景深深烙在我的脑海。 所以
后来很多年， 我都很怕水， 我自己有孩子后， 从不带孩子到水边玩。
有时候孩子们很想玩水， 我就会带他们去游泳馆， 给他们套上游泳圈，
不让他们从我的视线离开一刻， 生怕孩子出什么危险， 很是提心吊胆。

我女儿是老大， 今年11岁， 儿子今年9岁， 他俩的性格都比较外向，
也很活跃。 在家里， 凡是刀、 火、 电、 有锋利棱角的物品， 我们都会
告诉孩子， 并尽可能采取防护措施。 后来我发现孩子们还喜欢出去玩，
那这种时候大人不在身边， 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我和我老公想了很多
办法， 后来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我们得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我们买了很多安全教育这方面的书， 有时间了， 就以讲故事的方
式告诉孩子， 两个孩子还挺愿意听的， 我们还会告诉他们生命很脆弱，
一定要远离各种危险。 因为从小就给孩子灌输各种安全知识， 他们很
注意这些， 比如过马路的时候， 会紧紧牵着我们的手， 在人多的时候，
也不闹着玩， 跟紧大人。 一个人不去水边， 不玩火， 也不随便打开煤
气灶， 不动厨房的刀具， 不随便吃别人给的食品， 家里不确定的食物
也不随便吃……这让我和孩子的爸爸都很欣慰。

说到底， 保护孩子， 不让他们受到意外的伤害， 是每个家长的职
责。 我们除了要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外， 还要时时提醒孩子， 不要单独
去陌生的地方， 和不熟悉的人玩， 防止孩子被烫伤、 烧伤、 割伤， 做父
母的， 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要小心谨慎， 操心孩子的方方面面， 让他们
健康长大。

讲述人简介：杨女士 幼儿园老师 女儿11岁、儿子9岁

及时进行安全教育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俗话说：“闺女是父亲的小情人。 ”自从有了闺女之后，我真是觉得这
句话形象地说出了我的心情。陪着孩子一起长大成了我最浪漫的事情。然
而这其中也有很多担忧，怕孩子受伤、担心孩子遇上坏人，总之各种担心。
孩子学走路的时候怕她摔倒，厨房更是看管重地，一般不让进；她滑滑梯
我全程陪护，就怕有闪失，就这也没少摔着。 受伤最多的是孩子学轮滑的
时候，有一次直接把脚摔骨裂了，给我心疼不行。虽然很心疼，但是孩子的
状态却还挺好，比我还乐观，坐着也不影响玩。索性养了一段时间后，完全
恢复了，我也就放心了，凡事也能看开了：受伤是她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
一堂课，我不能总护着她，她要试着学习保护自己。

为了让闺女学会自我防护，我给孩子报了跆拳道班，锻炼力量。 我认
为学会一些基本的防身术是必不可少的。 日常生活中只要遇到有风险的
事情，我都会提醒她注意，并给出防护措施。一般在不特别危险的情况下，
我不会参与孩子做决定，有时孩子会选择一些有挑战的事情，这时我会格
外注意。

现在社会很复杂，孩子的想法单纯，有的不法分子专门伤害学生。 新
闻上经常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看了之后我一下子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会经常跟她讨论这些新闻事件， 一起探讨如果孩子遇上类似的问
题怎么办，算是给她提前储备一些预警机制吧。

讲述人简介：王先生 企业职工 女儿13岁

提前为孩子录入预警机制

自从孩子会走路的那一刻起， 作为家长真是时刻担心着， 怕他会跌
倒， 碰伤， 注意力可以说全被孩子吸引了。 但是孩子天性好动， 尤其是
男孩子， 怎么样避免孩子不受意外伤害？ 回想一下育儿过程， 引导孩子
远离插座、 不触碰带电物体，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点。

现在家中电器设备越来越多， 孩子的好奇心很强， 他们可能会 “到
处探索”， 大人手指可能触摸不到插座铜片， 但孩子的小指头就有可能
碰到。 比如， 儿子小时候就用手指去尝试戳插头里面的小孔， 这实在
太危险了。 所以， 如果家长不注意， 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两点： 一是， 用完电器后要及时关闭电源， 定期
排查电线、 电器等， 将插排放到孩子不易触碰的地方， 也可考虑安装带
保险挡片的安全插座。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像电风扇、 熨烫机、 吸尘
器， 以及充电电源等， 用完之后要立即收好， 不要嫌麻烦， 就一直插着
电放置着。 长时间下去不仅浪费电源， 更容易危险到孩子。 二是， 根据
孩子的年龄逐步指导孩子识别电力安全警示， 远离危险区域。 比如， 儿
子在宝宝阶段， 我们在家里的插座等涉及到安全的地方， 用一些儿子不
喜欢的怪兽等头像粘贴上去进行遮挡， 并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儿子， 那
是个坏东西， 不能用金属的物品和小手伸到插孔里面去， 这起到的效果
很好。 儿子在玩耍的时候， 还讲故事一样讲给小朋友们听。 儿子上小学
后， 我们就会认真的告诉他， 不要去触碰带电的物体， 包括电线、 插
座， 不要用潮湿的手或者是湿手去触摸电器、 电源等， 而且不要用湿布
去擦拭电器。 电器使用完毕后应该及时去关闭电源。

总之， 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有可能使孩子受到伤害， 家长不仅要去
定期的排查家中的电线和电器的安全， 也要学习如果孩子发生一些意外
伤害时的正确处理方法。

讲述人简介：陶女士 企业职工 儿子13岁

引导孩子远离插座避免触电危机

如何教育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处理好同伴关系， 受伤后如何正确对
待，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
一、培养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

当孩子从故事、动画片或新闻中看到同伴发生争吵或冲突时，家长要
明确告诉孩子，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时间要用嘴沟通，告诉对方“你不能打
人”“你不能这样说话”“你把我打疼了” ……告诉孩子不做先动手的那个
人，如果有人动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害。 可以教给孩子一些简单
的自我保护要点和方式，例如“脑袋很重要，要保护好”“别人打你的时候，
胳膊是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摔跤时用手保护自己”等，安全教育要常做。

教育孩子学会求助，遇到同伴动嘴或动手造成伤害的情况，要及时告
知身边的成年人。与孩子一同商讨求助或倾诉对象，使孩子在受到伤害或
心理困扰时有充足的支持系统。
二、与孩子建立定期的良性沟通

三个提问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与孩子沟通： 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
事情吗？ （了解孩子的兴趣点和关注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了解孩
子的问题和困难）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吗？ （了解是否需要帮助）
三、如果孩子经历了伤害，父母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倾听孩子的诉说。
一旦孩子在学校发生与同伴的矛盾或冲突， 父母最重要的是创设安

全安静的环境，帮助孩子真实表达自己的感受。 孩子发生矛盾冲突后，最
早产生的情绪可能是愤怒、恐惧，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紧张、羞耻等感受，这
些情绪可能会导致孩子不愿意表达，这时无须逼着孩子说或做，让孩子有
一个安全受保护的空间，更有利于安抚孩子的情绪。

其次，家长沟通与孩子参与矛盾解决相结合。
同伴之间发生矛盾冲突，通常采取两条路径并行的模式：既要家长私

下沟通，也要孩子参与解决。双方家长给孩子创设一个当面解决问题的情
景，在他们能理解的基础上，让事件双方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孩子彼
此道歉，表达对对方的不满和希望，再握手言和，让孩子自主完成。有时不
一定当场就要做到，也可以是事后做。家长们虽不能时刻参与孩子的学校
生活，但是可以教会孩子适当的做法，并且告诉孩子，在面临冲突或受到
伤害时可以如何做。 对于孩子而言，最需要的是你的陪伴与拥抱。

专家点评：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 研修员 姚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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