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
要有智慧地转达老师的批评

“眼睛被撞伤后该冷敷还是热
敷？”经常有患者咨询类似问题。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眼科
医学部主任医师陶海介绍，眼部出
现不适，可根据病情选择冷敷或热
敷缓解症状。

冷敷主要用于眼外伤早期及
眼部发痒、红肿和疼痛症状明显
时；热敷主要用于慢性炎症（如慢
性结膜炎、慢性睑缘炎、慢性睑腺

炎）及眼干、眼涩、眼疲劳等。
有的眼部不适症状，需冷敷和

热敷相结合。如果是睑腺炎、泪腺
炎、泪囊炎等急性炎症初期，如只
有局部轻微发痒和轻微红肿，可先
热敷。若热敷1～2天后，急性炎症
继续发展，如出现明显红肿、发热
和疼痛，应改冷敷。如果因用眼过
度出现明显干涩、灼痛，可先冷敷，
待症状减轻后再热敷。

需提醒的是，如果经多次冷
敷、热敷，病情无缓解甚至加重，应
及时就医。 据《今晚报》

眼部不适 冷敷还是热敷 吃桑葚干能解酒？不能

桑葚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多
种成分，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桑葚脱水、烘干变为
桑葚干后，会流失桑葚的水分和部分营养物质。

影响酒精代谢的主要因素是肝脏中的乙醇脱氢
酶和乙醛脱氢酶。在体外试管实验中，新鲜桑葚的
提取产物可提高乙醇脱氢酶的活性，但桑葚干于人
体是否有同样的效果还需进一步研究。

再者，桑葚干中确实含有丰富的硒元素，硒可以
改善小鼠由于酒精引起的肝脏氧化损害。但桑葚干
中的硒元素相较于猪肾等食物微乎其微，因此桑葚
干解酒的效果并不明显。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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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除了要在孩子面前有智慧地传达老师的
批评，在老师面前，也要有智慧地应对老师的批
评。全国优秀教师饶雪莉在其所著的《别让孩子
伤在小学》一书中讲述了一位家长巧妙应对老师
批评的故事。

某小学的高老师带的班每次都能考出年级第
一名的好成绩，因此，高老师在学校领导和学生家
长心目中都有极高的威望。有一次，高老师通知
一位学生的父亲到办公室，高老师一边批改作业，
一边态度严肃地跟这位家长说：“你儿子的学习习
惯很差，上课小动作很多，注意力不集中，字写得
像甲骨文，你们做家长的平时都不管孩子吗？别
以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就可以不闻不问了，班里
这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只管你们家一个孩子。”

这位父亲不慌不忙地搬来一张凳子坐在高老
师身边，客气地说：“高老师，孩子身上确实有很多
毛病，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跟您沟通一下，不知
道您能否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耽搁您了。”

高老师只好放下红笔，正襟危坐地看着这位
家长。

这位父亲说：“孩子3岁之前都是爷爷奶奶带
着的，我们疏忽了照顾，后来才知道3岁之前的教
育很重要，但是已经晚了，孩子的很多不良习惯
已经养成。我和爱人也想了很多办法纠正孩子
的习惯。但我们毕竟不是专家，也不太懂教育。
很幸运的是，孩子遇上了您这么优秀的老师，希
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和帮助。高老师，我也知道您
班里学生多，您的工作很辛苦，但请相信，我们做
家长的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关键是您能不能给
我们一些指点，怎么教育孩子，如何去纠正他的
不良习惯？”

听到这一席话，高老师态度180度大转变，她
耐心地告诉家长应该怎么帮孩子改正坏习惯、提
高书写能力，并且还主动提出建议让孩子每天回
家要练习一篇小字，第二天拿给老师检查。高老
师和这位家长探讨了好几个家长如何配合教育
孩子的好办法，双方交流得十分愉快。这位家长
走后，高老师还微笑着赞叹：“这种家长才是好家
长啊！”

饶雪莉贴心提醒，老师不会无缘无故地批评
家长，当家长遭到老师批评，要学会从中听出真正
的问题来。“听完老师的批评后，再运用语言艺术，
首先肯定老师的付出，并向老师虚心求教如何更
好地教育孩子，让老师从批评者转变为指导者。
这时，老师会觉得自己备受尊重，紧张的气氛自然
会转化成和谐的气氛，让彼此交流愉快。”

小故事
在老师的眼中

盲从也不一定是好家长

据《羊城晚报》

刚开学就因为孩子表现不好被老师叫去学校了

面对老师的批评，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开学才一周，李女士就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称其孩子在学校不遵守纪律，总是欺负

其他同学，让家长来学校好好谈谈。不少家长一看到孩子老师的来电就紧张，生怕孩子又
在学校犯事儿了。有的家长还抱怨，每个学期的家长会就像是批斗会，老师会把孩子在学
校里的不良表现一一列举。老师的批评真那么重要吗？被老师批评了，家长到底该如何应
对？是站在老师这边批评孩子，还是有其他更智慧的办法呢？

黄女士的儿子小远现在读初
一，除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外，总是给人留下自信和有主见
的好印象。即使是这么优秀的一
个孩子，在小学期间也没少挨老
师的批评。

“如果每次受到老师的批评，
我都变本加厉地去批评孩子，我
想他现在肯定是一个自卑且对学
习自暴自弃的孩子。”黄女士认
为，对于老师的批评，家长也要有
自己的判断和应对的智慧。

小远六年级时，班里同学对于
老师新选出的班长颇有微词，因
为这位班长并非全班同学投票选
举出来的。有一次，班长当众批
评了小远的同桌，小远觉得班长
的批评不对，于是他抱着为大家
出一口气的心态公开表示不服班
长，这让班长很生气，去老师那里

告状。老师知道情况后也很生
气，找小远去谈话，但小远依旧不
服，要求老师及时撤换同学们都
不喜欢的班长。小远此般态度令
老师更加恼火，于是就给黄女士打
电话，让她好好管一管这么不听话
的儿子。黄女士说：“老师给我打
电话时，我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情，我就先跟老师承认错误，
说小远不应该这样顶撞老师，孩
子太不懂事了，老师批评的是。
那天孩子放学回家后，我态度很
好地问小远，班里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发火？”

小远把学校发生的事情一五
一十地告诉了妈妈，妈妈听后，不
但没有批评小远，还告诉他，如果
觉得老师错了，就应该找出老师
错了的依据，比如选举班长，是不
是有相应的条例章程之类的，找

出相关的内容证明老师的做法是
否正确。“他听到我这样说，果然
就去查《少先队员章程》，结果还
真找到相关的条例说班干部应该
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老师
私自任命。”黄女士说。小远查到
这一点，兴奋地把相关内容让妈
妈在微信上发给老师，并表明自
己的做法没有错。黄女士说：“除
了让孩子知道老师错了以外，我
还跟他说，老师也是人，也会有犯
错的时候，但一事归一事，希望他
不要因此对老师有意见而不喜欢
这个老师或者上这个老师的课不
认真听讲。儿子很懂事地点了点
头。其实我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一直有给他讲‘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这样的思想，要让
孩子明白，尊敬老师，也要坚守自
己的信念。”

教育专家、《好妈妈胜过好老
师》作者尹建莉认为，家长积极地

和学校老师沟通是一种有效了解
孩子的途径，老师一般也会如实

地将孩子的各种情况告诉家长。
但家长如何“转达”，并不是简单
的老师说什么，家长就照着原话
传达。“家长一定要考虑自己的

‘转达’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会对
孩子形成怎样的影响，是建设性
的，还是摧毁性的；对孩子是有激
发作用，还是抑制作用，这考验着
家长的智慧。”

尹建莉说：“孩子是敏感而脆
弱的，如果老师和家长的见面变
成了让孩子蒙羞、挨训的恐怖事
件，后果只能是让孩子憎恨老师、
讨厌学校；让孩子在学习、自信、
道德等方面失去上进心和判断
力；而且最后多半会体现在学习
上，影响学习成绩。”

家长
让孩子明白“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