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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个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新生婴儿具备了接收任何一种语言的
可能， 把他放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很
好地区分， 但是到了9个月后再把婴儿
放在一个非母语， 或是不熟悉的语言
环境里， 他对这些语言的细微变化就
不容易区分了。 当然， 不是说错过这
个时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专业上管
这段时间叫敏感期， 过了这段时间也
可以学， 但是对语言不那么敏感， 效
率会低一点， 但孩子学什么都不会太
晚。

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 作为家长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呵护它。 创造性的
核心是好奇心， 好奇心是人类适应环
境的本能， 家长要想一切办法去保护
它。 体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比如
说首先要鼓励孩子去提问， 因为孩子

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 很多事情又不
懂， 所以会问这问那， 几乎每个小孩
都是一个好问的孩子。

家长最好要想办法正确地应对孩
子的问题， 即使家长没办法保证能够
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 也不要说 “别
瞎问， 真烦人” 之类的话， 这样会打
压、 扼杀孩子的好奇心， 所以要智慧
地应对孩子的问题。 比如可以说 “这
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么好
的问题可惜我也不懂， 要么咱们一起
去查”， 可以查书、 查资料、 查网络，
一方面鼓励孩子提问， 另一方面鼓励
查询， 帮助孩子养成查询的习惯， 这
是非常重要的。 经常性重复一个动作，
就会变成习惯性行为。

家长也可以经常有意识地启发孩
子， 比如说筷子除了用来吃饭还能干

什么， 面粉除了做馒头、 馄饨、 饺子
外还能做什么， 鼓励孩子去想。 这样
做， 孩子觉得跟日常生活很贴近， 又
可以去思考 ， 想出一些不同的用法 ，
对未来创造力的培养都是有帮助的。

孩子到外面就发憷， 可能是家长
在养育过程中把孩子过度保护了， 从
小不让他见世面， 担心出事， 孩子跟
外界的交流减少 ， 有时候就会害怕 。
所以家长要给孩子提供跟他人交流的
机会， 接触陌生环境、 陌生的人 ， 让
孩子有表达的机会 ， 有跟他人合作
的机会， 能够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
机会。 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要循序渐
进。

家长有时候会站在自己觉得好的
角度去对待孩子， 但忘记孩子跟我们
是不一样的， 打着 “为孩子好” 的名

义， 其实有时候是干了对孩子发展不
利的事。 希望家长养育孩子时， 要想
想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 在特定的
年龄段应该需要什么， 有时候要站在
孩子的角度去理解， 或者看待事情。

本报记者 张晶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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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是鼓励人类不断创造的动力之一， 对孩子来说， 好奇心
则是孩子探索和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 孩子像 “十万个为什么” 一
样问个不停， 家长应该怎么办？ 孩子喜欢问刁钻的问题， 而家长又
难以解答， 该怎么办？ 孩子畏手畏脚， 不敢大胆探索， 该怎么办？
来听听家长和早教专家的建议吧。

宗先生 快递网点负责人 儿子5岁 多创造机会让孩子开阔眼界

刘女士 公司行政人员 儿子9岁

我们两口子工作都忙， 学历也不
高 ， 不知道怎么才算是科学教育孩
子 ， 过去对孩子采取 “放养 ” 的办
法。 儿子在家里能和大人交流， 但是
到了外面却变得怯生生的， 见到外人
都不敢张嘴。 眼看他快上小学了， 我
和妻子说这可不行， 就想了各种办法
去调整儿子的状态。

去年暑假结束后， 我们把儿子从

老家接到北京， 住在父母身边， 孩子
特别高兴 ， 和我们的话题多了不少 。
原来他的小脑袋瓜里有各种稀奇古怪
的想法， 以前和我们没那么亲近时都
不敢说出来， 现在可爱说了， 有时候
都让我很惊讶， 一个5岁的孩子能想出
那么多点子， 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北京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 景点
多、博物馆多，周末我让孩子妈妈带他

多出去逛逛，让孩子见见世面，他的胆
子也能练大些。家长在这方面要舍得投
入，能把孩子培养好，大人苦点没什么。

不再关在家里， 出去的机会多了，
儿子的状态越来越好， 如今在外面敢
和陌生人交流了。 他最爱去的地方就
是科技馆和天文馆， 每次都舍不得走，
遇到讲解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也敢于
上去提问， 人家看他这么爱琢磨， 都

愿意和他多讲上几句话。 馆里组织一
些活动他也积极报名， 有两次他的小
设计还得到组织者的夸奖， 把他妈妈
高兴坏了， 打电话告诉家里老人， 老
人都很意外孩子变化会这么大。

所以我认为， 孩子需要大人引导，
应多给他们创造机会 ， 世面见多了 ，
孩子自然眼界更开阔， 创造力也能得
到激发。

相比其他小男孩来说，我儿子比较
内向，喜欢在家看书、玩游戏，在一起玩
的小朋友不多。 他经常和我聊天，爱问
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
长， 书读得越来越多， 他的问题也越
来越深， 有时候我都答不上来。

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孩子爱提问题
是一件好事， 我的工作很忙， 总是需
要把活儿带回家接着干， 他东问西问

的我会嫌烦， 经常让他自己到一边想
想去， 偶尔脾气上来时还吼过他。 后
来我看了很多育儿书籍，又和朋友交流
过，知道这是孩子的好奇心，应该珍惜
而不是打压，我就改变了策略。

首先， 我向他郑重道了歉， 表示
不应该在他勇于探索知识的时候态度
不好， 不应该敷衍他， 孩子很大度地
原谅了我。 然后， 我们约定了一个规

则 ， 在我加班的时候他不来打扰我 ，
等我忙完后他可以尽情地提问， 我要
做的就是把手边的事暂时放下， 耐心
地和他一起探讨。 如果他问的问题我
不清楚， 就带他从书里查找答案， 或
者上网查资料， 直到搞明白为止。

因为家里地方有限， 买的书不算
多， 为了更好地回答他的问题， 我现
在利用周末时间经常带他去图书馆看

书、 借书， 为此特意办了借书卡， 多
读书对孩子绝对是有好处的。

这些办法非常有效。 第一是孩子
对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遇到不懂
的问题一定要找出答案来， 在提问的
基础上开始学习创作， 上学期经过同
学评选 ， 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
第二是我们母子俩的感情更融洽了 ，
他有什么心里话现在都愿意和我分享。

不要打压孩子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赵女士 国企职工 二孩妈妈

作为一名二孩妈妈， 我十分注重
孩子的教育问题， 特别是在 “呵护孩
子的创造力 ” 方面 ， 我下了很大功
夫。 之前， 我曾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
句话 “走孩子的路 ， 让孩子无路可
走”。 这句看似戏谑的文字带给我很
大启发： 我的孩子爱提问题， 以前我
会不厌其烦地把答案讲给孩子听， 事
实却告诉我， 这反而不利于培养孩子
的思考力、 创造力， 现在， 我开始试

着展开 “反问”， 引导孩子自己动手动
脑， 寻找问题的答案。

因为工作忙， 我和孩子们在一起
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总希望能给予她
们最高效的陪伴。 我的女儿一个9岁，
一个5岁， 都处于探索期， 她们似乎对
什么都好奇， 看到什么都要向我提问，
比如洗澡时， 她们会问： “妈妈， 为
什么玩具鸭子在水里不会沉底 ？” 我
答： “因为水有浮力， 把玩具推了上

来。” 理科生出身的我， 习惯性地给出
标准答案。 久而久之我却发现， 只要
我在家时， 孩子们不论遇到什么大小
事情， 首先做的不是自己思考， 而是
跑过来向我提问———她们期待快速得
到正确答案， 但这对她们来说， 显然
不利于培养其创造力。 这时， 我决定
要有所转变。

第二天洗澡时， 我拿了一些重量
不等的玩具到浴室， 反问她们： “你

们知道了水中有浮力， 那请你们猜一
猜， 哪个玩具会沉底， 哪个不会？” 两
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并
拿着玩具逐一试验， 以验证自己的答
案是否正确， 在这个 “寻找答案” 的
过程中， 她们既动了脑又动了手， 同
时还收获了成就感。 这时我也明白了，
在 “呵护孩子的创造力” 方面， 引导
孩子主动思考、 寻找答案的过程， 其
实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通过“反问” 引导孩子自己找答案

家长应该多呵护孩子的创造力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著名心理学家、中科院心理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 施建农

怎怎样样保保护护孩孩子子的的好好奇奇心心
并并提提高高他他们们的的创创造造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