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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生活中，孩子如果犯错了，家长如何避免说教模式？
陈红礼：看到孩子犯错时，父母可以问一下自己的顾虑是什么。比如，

看到孩子不遵守餐桌礼仪，自己想要急于纠正时背后的顾虑是什么？是担
心孩子做得不好影响未来的社交，还是觉得孩子没教养让自己很丢脸？再
把眼光放长远一些，自己的这些顾虑真的会发生吗？这些问题会严重到影
响他们的一生吗？向内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重新
看待这个问题，孩子也不会因此而沮丧或者因为不断地被纠正而无所适
从。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教育”孩子，而是换种方式和孩子沟通。
比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想要开启“说教模式”时，可以表达自己看到的事
实，比如“我看到你有……的行为，我感受到……你能跟我说说，你这样做的
原因吗？”先听听孩子的表达，再和他们讨论怎么做可以更好。这样既能了
解孩子的想法，和他们拉近距离，也能达到目的。

“再不陪我玩，我就长大

了！”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孩子

的心声，然而不少家长仍然认

为陪着等于陪伴。本期，“育

儿经”栏目邀请到晋江市第二

实验幼儿园林墨宸的妈妈庄雅

心，她将结合自己的带娃经历

分享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子，

快一起来收下吧！

育儿经

在育儿的过程中，家长就像在升级“打怪”，虽晋级不断但仍有更多的挑战在后头。面对接踵而至的困惑、难题，你是请教老师、专家，还是老一辈？
或是翻开育儿书籍捞一捞有用的知识点？然而，也有部分家长在和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摸索出一些靠谱的育儿智慧锦囊，快来收下这些干货吧！

“陪着”不等于“陪伴”
咱厝宝妈分享育儿心得 分享嘉宾：庄雅心（林墨宸妈妈）

嘉宾职业：行政
推荐幼儿园：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亲子健康

如何保有快乐的能力？
听听咱厝心理老师的建议

市民吴女士：我之前买了一套房子，是
用公积金贷款的。前不久这套房子卖了，
请问现在买房，可以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吗？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需要什么条件？

泉州住房公积金12329热线：职工购
买普通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需在买
房所在地和公积金缴交所在地不动产权中
心查家庭成员持有住宅套数，如查有两套
（公积金认房认贷)，第三套无法使用公积
金贷款。

如还有疑问，可拨打0595-12329人工
咨询。

不动产登记又称为不动产物权登记，是权利人、利害关
系人申请国家确定的职能部门将有关申请人的不动产物权
的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

“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根据不动产登记生效主
义原则，应推定属于未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李耿佳介绍，但是，在实践当中，产权登记在未
成年子女名下，并不能简单地推定房屋的真实产权人是未
成年子女。

“如果离婚时，夫妻双方主张将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
的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则需要举证证明在购
买房产时的真实意思不是为赠予未成年子女，而是出于其
他原因将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否则，离婚时法院
一般会认定成立赠予关系。”李耿佳介绍。

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

离婚时夫妻该如何分割？

“父母如果把房子登记在未成年子
女名下，实际上需要承担不少法律风
险。”李耿佳介绍，例如，父母不能随意处
置房屋，确需处置时手续麻烦；父母离婚
时易出纠纷；父母想再收回房屋困难，且

无法控制子女成年后擅自处分房产等。
那么，如果父母要将房子登记在子

女名下，该规避哪些风险？李耿佳建
议，1.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进行房产份
额变更，减少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2.

可以到公证处进行房产公证，约定子女
未成年时或在父母去世前房屋产权收
归父母；3.对于那些计划用于养老的房
产，在过户给子女之前，还可以在房产
上设立父母的居住权。

购房问答

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
需要什么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晋江一些父母出于

各种原因，会将房子登记在未成年子女

名下。但是离婚后，因为房产的分割问

题，双方常常会产生纠纷。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举证

在购买房产时的真实意思不是为赠予未

成年子女，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将房产登

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福建一脉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耿佳介绍。

登记在子女名下房产
推定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 市

《小王子》一书中提到，每个
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
的人记得。如何在为生活疲于奔
命时，仍然保有童真和快乐的能
力？记者采访了晋江市平山中学
专职心理辅导教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陈红礼，她将为大家分
享如何赶走坏情绪，并为孩子的
正面情绪不断注入能量。陈红礼

问：当下，不少家长忙于生计，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当结束了一天
的工作后，家长可能会感到疲惫或焦虑。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跟孩子高质量地
相处呢？

陈红礼：忙完一天的工作，父母有疲惫和焦虑的情绪是很正常的，但要求
不将负面情绪带回家，这本身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比把疲惫和
焦虑带回家，可能让自己更不舒服。因此，不用刻意要求自己一定要这样做，
但可以和家人真诚地表达自己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可能需要休息，让他们
给自己一段时间调整。

问：父母如何及时调整负面情绪，提升自己快乐的能力？
陈红礼：正常人都有正面情绪体验，也有负面情绪体验。负面情绪其实是

有积极作用的，关键在于怎么看待负面情绪。比如烦躁、焦虑等情绪，它可能
在提醒我们压力过大。因此，当意识到有负面情绪时，可以让自己适当停下
来，和它们相处一会儿，允许它们的存在。有时候，负面情绪影响我们的时间
不会很长，可能只有几分钟，但和它们对抗或不允许它们存在，会让负面情绪
影响我们的时间更长。当自己能和负面情绪好好相处时，正面情绪便随之而
来。

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做哪些事情，帮助孩子赶走坏情绪，为孩子的正面
情绪充电？

陈红礼：当孩子有坏情绪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提醒家长或者孩子，可能他
们的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当孩子有坏情绪的时候，先接纳孩子的情
绪，允许他们用不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表达，等他们的情绪有所缓和时，再
和他们讨论“发生了什么”，对他们的情绪体验表示理解。当孩子的“坏情绪”
表达得到满足后，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更好地应对”。家长不急于帮助
孩子赶走坏情绪，其实就是告诉孩子：我接纳你的坏情绪，允许你表达自己，同
样也给孩子做了个示范，如何好好地和坏情绪相处，这本身就是为孩子的正面
情绪充电。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有忍不住说教
的时刻。这时候，我会有意识地用孩子比
较容易接受的语气和内容，说话的态度郑
重严肃而不是粗暴吼叫，说话的内容通俗
易懂而不是晦涩难懂。当然，如果不可避
免地发生了比较不和谐的场景，我会等双
方都冷静下来的时候，向孩子告知我内心
的想法，同时了解孩子心中所想，并达到和
解。我认为陪伴是真诚地接纳和欣赏，是
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和正能量，是建立与
孩子沟通的桥梁，用心倾听孩子的快乐、悲
伤、苦恼、困惑。

“当时时刻刻在一起的常态突然被打
破时，不在身边的陪伴也变得尤为重要，视
频聊天变成了不可替代的方式，但如何聊
天也是陪伴中的另一重要课题。在我看
来，我会成为开启视频聊天的主动者，不断
传递我对孩子的想念之情。”庄雅心坦言，
面对男孩子，妈妈们还可以适当地示弱，通
过“撒娇”的方式激发男孩子的保护欲，适
时向孩子传递不在身边的“依赖感”，对孩
子的“依赖”亦是一种“陪伴”。

除了给足孩子高质量的家庭陪伴外，
庄雅心也很注重社会亲子陪伴。“在孩子2
岁的时候，我发现他尤其怕生，即使是小区
楼下的同龄人他都避而远之。于是，我抓
住一切机会把他往外带。”庄雅心认为，最
适合的社会亲子陪伴活动就是亲子游玩，
这项活动尤为考验家长的综合带娃能力。

“当时，我便有意识地让孩子早早地体
验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尽可能多种类地尝试
校外体验课。此外，我们还加入晋江经济报
亲子驿站，高频率地利用休息日带娃开展社
会活动、接近大自然。两年多来，公园、农场、
海边、山间、动物园、博物馆、商场、消防站、交
警站等适合寓教于乐的场所，我和孩子的爸
爸都乐此不疲地陪伴着。”庄雅心欣慰地说
道，现在孩子虽不见得是“社交小能手”，但活
泼开朗起来了，还增长了见识。

那么，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该如何给予孩
子高质量的陪伴呢？“我认为陪伴不是陪同，不是
看管，不是物质满足，更不是说教和监督，而是全
身心融入孩子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最适合的家
庭陪伴是亲子阅读，它能让家长在家庭亲子关系
的处理中快速找到方向，显著地提升亲子关
系。”庄雅心告诉记者，为提升孩子对阅读的兴
趣，她在孩子的游戏房里特地开辟了一个阅读区
域，减少了玩具的数量，增加了书籍的存在感。

“我们家亲子阅读的时间一般都在睡觉前
的这半个小时内，有时候由孩子自己选择当天要
阅读的书籍，有时候由我来决定当天要讲述的故
事。阅读中，我会根据故事中角色的不同而变化
声音来吸引孩子的兴趣，也会突然停下来提个问
题，了解孩子的接收情况；有时候，我还让孩子复
述刚才我讲过的故事，也会截取书中某个片段进
行亲子角色扮演。”庄雅心说道。

“记得有天晚上，我像往常那样叫儿子去
洗漱，正自己玩在兴头上的他随即耍起了脾
气，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一叫你洗漱，你就
耍脾气？’我没想到他的回答是：‘因为你回家
都不会和我玩，一直说你要忙（家务）。’老实
说，当时的我有点惊讶，明明上一秒他自己玩
得不亦乐乎。”庄雅心分享道，那一刻她意识
到能陪伴的时候不要只是陪着，在二者之
间，孩子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不同。

庄雅心认为，高质量的陪伴可以给孩子
带来十足的安全感，被安全感包围的孩子才
会得到真切的快乐。而快乐的因子会激发孩
子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回馈到家长的身
上便会形成强劲的动力，这场高质量陪伴变
成了双向奔赴的互相陪伴，在亲子之间形成
良性循环。在她看来，“陪伴”早已成为家庭
教育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必修课之一。

何为亲子陪伴？
需要双向奔赴

借助亲子阅读
开启家庭陪伴

高频亲子出游
注重社会陪伴

利用工具保持“通话”

宝 妈 有 话 说

本版由本报记者张清清、陈青松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