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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子女之对策及建议 
彭铁牛  郑依銮  王文利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广东省中山市  528402） 

摘要:文章认为存在生育、教育子女误区的原因主要有六个，即：最佳孕期不把握，失智备孕悔终生；营养补品风气盛，考虑不

慎就入坑；沟通阻塞程度增，各执己见矛盾生；言传身教不在意，觉醒之时悔莫及；望子成才心太急，教子做人未先行；过分专制

施压力，催促子女加把劲。针对以上原因，文章提出八大对策措施，详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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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子女之误区对子女成长、家庭发展、社会进步、企业人才

需求和国家后备军储蓄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行之有效之对策建议迫

在眉睫。 

一、最佳孕期须重视，科学备孕才可靠 

孕期把握不当、备孕无果之夫妻，欲孕育，可从以下两方面改

之。 

其一，重视最佳孕期之准备。把握最佳孕期乃孕育之前提，须

考虑身体之状况，一般不晚育，高龄生育乃被迫之举。产前产后之

准备，有二，一为经济基础。经济储备乃生育之前提，孕育到生育

乃费钱之过程，如产检费、奶粉费等。二为身体恢复，产后孕妇之

营养补充、身体之保养应予以重视，如，坐月子乃不可或缺。 

其二，选择科学之备孕方法。一方面，孕前体检乃常规之举，

及时查觉身体问题，若孕育风险高，则需慎重考虑；另一方面，端

正思想乃必要之举，不过分渴求孩子性别，摒弃网传的、不科学之

备孕方法。此外，若胎儿出问题，应乐观待之。 

孕育乃养育子女之前提，亦是一门不易功课。重视最佳孕期，

选择科学备孕之法，此可顺利孕育小生命，为社会之发展注入新动

力。 

二、饮食运动要妥当，身体定会倍儿棒 

生命之灵魂乃健康体魄也，饮食与运动之控制乃强身之举，唯

有饮食、运动妥当，身体才得以保障，欲身强体壮，可从以下两方

面改之。 

关乎饮食。一日三餐，不可或缺，而三餐之重要性，有所不同。

早餐乃居首位，然生活节奏加快，早餐之重要性渐被淡化，学生赶

着上学，上班族赶着上班，忘记早餐乃常态也，树立自觉吃早餐之

意识乃重中之重；午餐，在于营养之搭配，摄入高蛋白可起补充力

量之作用；晚餐，控制饮食之量乃首要，切忌暴饮暴食、饮食宵夜，

摒除“三高”之祸首。 

关乎运动。运动，可缓解疲劳、愉悦身心，且降低疾病发生之

可能性，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然而运动之重要，时常被忽视，

劳累、懒惰乃理由也。父母应以身作则，热爱运动，带动子女参与

其中，如爬山、跑步等，提高运动之自觉性，势在必行。 

健康身体乃立足社会之基础，创造自身价值之前提。领会饮食、

运动之重要，并将意识授予子女，促进健康身体之养成，乃学习、

工作、生活之保障也。 

三、沟通之道要疏通，退一步海阔天空 

沟通乃解决矛盾之武器，维系感情之桥梁，沟通之重要，不言

而喻。欲疏通沟通之道，可从以下三方面解之。 

加强沟通，减少辈代冲突。于养育方式，年轻一代，须体谅老

一辈思想之落后，老一辈，须理解年轻一代生活环境之改变，思想

之进步，寻求共同点——一切为了子女之成长。摆脱辈分之束缚、

就事论事乃解法，若未能统一意见，与其各执己见，不如享受各退

一步之乐也。 

互相理解，维系夫妻感情。养育子女之艰辛，如何待之，乃为

人父母之考验。体谅丈夫工作之辛苦，给予安慰、鼓励于丈夫，助

其振作士气，乃贤妻之表现也；理解妻子照顾家庭之劳累，给予爱

护、感谢于妻子，缓解不良之情绪，乃慈夫之表现也。唯有相亲相

爱，互相理解，争吵才得以避免，良好榜样得以树立。子女模仿父

母之慈，良好习性得以代代相传。 

耐心交谈，知晓子女之心。常与子女谈心，走进其内心世界，

倾听子女学习、生活、工作之收获，此可驱赶其成长路上之烦恼，

助其调整消极之心态，有针对性指导子女之行为。 

唯有沟通，温馨家庭才得以构建，健康人格才能塑造，行为举

止才能端正，建设和谐社会才指日可待。 

四、良好榜样来树立，行为规范心里记 

举止之文明、态度之端正、品德之高尚，乃优秀榜样也。如何

树立优秀榜样，可行者有四。 

家庭兮严慈相济。严，乃以严厉态度，对待子女之错，如立规

矩，督促其行为。慈，乃关心子女，善于倾听，杜绝暴力行为。父

母树立良好榜样，乃可促使子女人格健康、道德高尚。 

发展兮终身学习。常言“活到老学到老”，视野愈广阔，文化

素养、思想境界愈“上一层楼”。为父母者，须树立终身学习之理

念：于家庭，如何烹饪、如何持家乃需不断学习；于岗位，操作技

能之提升，乃谋求更高职位之途径；于生活，总结经验、丰富阅历，

乃立足社会之宝典。父母终身学习之观念，必然对子女产生潜移默

化之影响，子女学习之主动性、连续性则无需担心。 

工作兮兢兢业业。高涨的工作热情、高度的责任心乃工作之前

提，脚踏实地，加之乐于助人，晋升则如鱼得水。父母之责任心、

使命感，亦将影响子女，促其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在工作上，踏

实肯干；在社会上，乐于奉献。 

品行兮文明高尚。常言道“真正之美乃内在美”，唯肯在品行

上下功夫，才能达到更高境界。父母应以身作则，注重文明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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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素质之培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弘扬文明精

神，树立学习榜样，教导子女从生活点滴做起，以礼待人，遵守文

明准则，维护社会秩序，以期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五、领导思想要摒弃，指导行为更可行 

为人父母，具有一定领导权，而领导权之行使，应适当时空、

具体运用，否则适得其反。父母专制问题以下分两个时期解之。 

幼儿童时期，行使领导权。此时，子女尚未具完整的认知能力、

独立的判断能力，如衣食住行诸基本生活意识及技能，均不足以自

处，父母之领导则发挥着主导作用，助其子女快速成长。 

自少年时始，由“领导”转向“指导”。此时，子女具有一定

的认知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渴求思想与行为之自由，处于叛逆

阶段。故父母转变角色，至关重要，“指导”之效果甚佳。放下架

子，了解子女之思想，给予肯定、鼓励，提供有效建议，乃可激发

其生活之热情，朝正确方向前行；亦减少矛盾，增进感情。两全其

美，何乐而不为？ 

六、教育投资需精准，挖掘潜力造人才 

接受教育乃人生之大事。如何精准投资教育，可行者有三。 

正规教育渠道，保障受教育权利。保障子女在适龄年龄接受教

育乃父母之责任，然而教育之质量有所不同，在于家庭条件、成绩

等方面之差异。一方面，尽可能接受高等级教育，知识层面得以拓

展，视野得以开拓，子女之内在精神才得以升华；另一方面，选择

学校之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地理位置、师资力量等，在能

力允许之下，选择更优异的学校。 

注重子女兴趣，挖掘其潜力，预测其生涯。众多父母深陷“应

试教育”之中，误以为学习成绩乃唯一标准，殊不知培养兴趣亦重

要。了解子女之兴趣，重视兴趣之培养，乃可激发子女学习之动力，

挖掘内在潜力，塑造创新人才。 

理性参训报班，优化家庭资源、缓解子女压力。理性对待“兴

趣班”之浪潮，乃明智之举。一方面，应了解子女之兴趣，杜绝随

波逐流；另一方面，应考虑子女学习压力是否过大，关注子女之心

理问题，注重劳逸结合，切忌因学习累垮身体。 

故精准投资教育，乃铸就高素质人才之效率意识与模式，可为

国家、各类组织输送优质员工。天下父母，当深刻理会之。 

七、转换角色变朋友，善于倾听解忧愁 

转变角色乃重要之举，与其“高高在上”，不如做知心朋友。

父母与子女之感情问题，可从以下四方面改之。 

快乐之分享者，父母也。好心情乃生活之秘诀，故应多与子女

分享喜悦，以正能量激发其生活之热情，教导其以微笑面对生活，

则有助于乐观心态之培养。 

烦恼之驱赶者，父母也。若子女烦恼，应询问事情缘由，引导

其调整好心态，乐观对待。转移注意乃有用之法，如跑步、唱歌、

看书等，可起到缓解情绪之作用。 

耐心之倾听者，父母也。子女愈成长，困难、挑战愈多，若未

具备解决能力，则会感到压力山大，此时，关心、帮助子女乃必然

之举，消除其心理疑虑，引导其培养乐观心态、不畏困难之精神，

有利于其在竞争激烈之环境中，不卑不亢，正确自我定位。 

情绪之调整者，父母也。当下年轻人承受不了压力、调整不了

情绪，出现抑郁症、焦虑症之现象频频发生。父母应及时关注子女

之情绪，观察其语言举止是否反常，心理是否出现问题，及时疏导，

若疏导无效，则需及时咨询心理医生，趁早治疗。此需引起父母之

重视，否则轻则精神失常，重则断送生命。 

八、生理常识须普及，法律知识记心里 

子女成长，其生理、心理随之发生变化，青少年生理特征出现，

心智愈加成熟，若未能正确认识且适应，则为不良行为、违法犯罪

之发生埋下隐患。为杜绝此类现象发生，可从以下两方面防之。 

掌握生理常识，乃可体会成长意义。青少年生理特征之出现，

性意识之萌发，乃为正常现象，若未能正确对待性冲动，终将酿成

大祸。为子女讲解生理与心理变化之意义，至关重要，并教导其正

确与异性交往、理智对待性欲望，避免违法犯罪，祸害终生。 

宣传法律知识，乃可预防触碰底线。当下，青少年抢劫、吸毒、

强奸等事件频频发生，作为父母，应配合学校、社会之法律教育工

作，为子女宣传法律知识，帮助其知悉违法犯罪之严重性、伤害性，

提高其遵守法律之自觉性，培养其敢于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之精

神，同时，授予其自我保护之技巧，以致于在紧急情况下，能挽救

宝贵生命。 

以上观点，乃一家之孔见，难免瑕疵。期抛砖引玉，有所启示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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