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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快两岁了，近期很少
给他穿纸尿裤，本想给他换上
内裤，但是婆婆说穿开裆裤比
较方便，也不会阻碍宝宝的身
体发育。可我看周边不少跟
我家宝宝差不多大的孩子都
穿上了内裤。请问我该如何
抉择呢？穿还是不穿？有啥
讲究？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发育行为儿科主任于
得澧：从孩子脱下纸尿裤开始，小内裤就成了
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内裤虽小，却也跟孩
子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发育息息相关，穿上
合适的小内裤，对孩子来说意义重大。

给 宝 宝 穿 内 裤 既 可 以 保 持 私 处 卫 生 ，
避 免 细 菌 感 染 ，还 能 帮 助 宝 宝 更 好 的 养 成
如 厕 习 惯（这 点 需 要 家 长 锻 炼 宝 宝 独 立 尿
尿的能力，让宝宝自己脱、自己穿内裤，也
有 利 于 宝 宝 更 加 独 立）。 更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可 以 建 立 宝 宝 的 性 别 意 识 ，对 性 教 育 有
帮 助 作 用 ，告 诉 宝 宝 小 内 裤 覆 盖 的 地 方 不
许别人触碰。

但是宝宝的内裤也并不是随意买一条就
可以的，不少爸妈在挑选儿童内裤时，容易挑
花眼，甚至走了不少的弯路，买到劣质的小内
裤。

那么，小孩内裤该怎么挑选？
一、符合国家检测标准：给宝宝选择内裤

的时候，首先一定要注意你所选择的内裤是
否通过了国家 A 类标准品质检验。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所使用的面料没有污染的成分在里
面。

二、面料：选择柔软、透气性好、吸水性强
的材料，这样宝宝小屁屁才更舒服，如纯棉面
料，它是纯天然植物材质的，对皮肤无刺激，
不易引起皮肤过敏；也可选择 90%以上的棉，
以及 5%～10%的氨纶混合的材质。加入氨
纶，面料有一定的弹性，不容易夹屁屁，也比
较容易干，孩子穿着更舒服。

三、版型与大小：内裤的大小要适中。太
大了不但走起路来不方便，也很容易进入细
菌，达不到隔绝外界病菌的作用；太小了宝宝
穿起来太束缚不舒服，容易造成宝宝不喜欢
穿内裤的结果。

因此，在版型的选取方面，根据男宝、女
宝的身形的不同来设计的男、女专属内裤，更
适合发育中的宝宝。如果在此基础上，减少
接缝和缝合线，使宝宝无论怎么动都感受不
到束缚和接缝的摩擦就更加完美了。

四、颜色：首先要选择不褪色的产品，因
为褪色的内裤，含有荧光剂、染色剂等化学物
质染色后的残留物，会危害宝宝的健康。

其次应选择浅色系的内裤。颜色的选
择对于女宝宝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给女宝宝
穿浅色小内裤，比较容易通过观察内裤上的
分泌物及时发现宝宝的健康问题，如果女宝
宝的小内裤上出现了发黄的结痂或是干的
小 块 ，说 明 宝 宝 有 感 染 或 有 过 早 发 育 的 可
能。

五、样式：在样式上可以选择一些带有宝
宝喜欢的图案的小内裤，这样宝宝更容易接
受，穿起来也更开心更喜欢。

六、做工：主要看内裤的针脚、做工是否
够平整顺滑，裤脚的装饰花边等是否是比较
舒适、有弹性的材质，这些细节能直接决定孩
子爱不爱穿这款内裤。

（本报记者 吴英模）

宝宝脱掉纸尿裤后
该穿开裆裤还是内裤？

专家：内裤虽小，却与孩子的
生理、心理发育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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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购买车位其实是一
件小事，但是在生活中却有人因为
购买车位遇到了麻烦。

上海的杨曦和女友准备结婚，于
是计划买一套房屋作为婚房。一番
挑选下来相中了某小区，因该楼盘
房产开发商宣称，本小区所有房屋
均有配套停车位，杨曦便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此楼盘。

随后，杨曦与开发商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及《车位买卖合同》并
支付了购买房屋及车位的费用。房
产证顺利拿到后，车位过户一事却
迟迟不见有动静，杨曦多次找到开

发商均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此
时他才发现，自己购买的车位属于
人 防 车 位 ，根 本 无 法 办 理 产 权 证 。
杨曦当即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与
开发商签订的《车位买卖合同》无效
并返还购买车位的费用 25 万元。

最终，法院受理此案，并判决杨
曦与开发商签订的《车位买卖合同》
无效，开发商返还杨曦购买车位的
费用 25 万元。

针对此案，海南天鼓律师事务所
王律师说，所谓人防车位，即是由人
防工程改造而成的停车位，业主仅取
得车位的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
为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科研生产和其
他国防建设直接投入的资金、划拨使
用的土地等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用
于国防目的的武器装备和设备设施、
物资器材、技术成果等属于国防资
产。国防资产归国家所有。

因此，人防工程应为国家所有，
产权不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也
不属于开发商，开发商无权出售人
防车位。但开发商在依法获得人防
管理部门审批备案后，可出租人防
车位获取收益。

其实不只杨曦，生活中，有不少人

花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买了车位，却
办不下来产权证；有的业主买了原本
就属于自己的车位，多花冤枉钱……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出现这些问题
呢？下面听听王律师是怎么说的。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车位究竟是
什 么 车 位 。 属 于 能 够 办 理 产 权 证
的，在预售范围内的车位？还是人
防工程的车位？还是属于小区共同
部分的车位？

开发商有权销售的只有能办产
权证的车位，也就是在预售许可证范
围内的车位，其他的都无权销售，比
如人防车位。而对于小区共同部分

的车位，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开发
商既无权出售，也无权对外出租。即
使出租，收益也归全体业主所有。

那么，如何核实车位的性质呢？
1、可以核实这个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附件附图，尤其是附
图上往往有相关的图示，或者在经
济技术指标中有记录。

2、可以看预售许可证，如果该
车位在预售范围内，就可以购买。

3、可以看小区的竣工面积实测
报告，看下车位是属于私有、公摊还
是人防。

（本报记者 吴英模）

购买车位也存在“陷阱”？

看完此篇让你不再上当

家
长
提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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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带孩子回老家省亲，还参加了几场老友聚会。朋友们几年不见，分外亲热。来不及寒暄，她们便转头招呼自己的孩子过来：“快喊阿
姨好！”还让孩子过来拥抱我。

那一刻，年幼的娃娃们大多是眼神迟疑、举止拘谨、态度回避。孩子们不认识我，不想跟我亲近，这我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他们的父母会当着孩子的面对我抱歉地说“这孩子太认生”，甚至当面训他“不懂事”，那场面真的很尴尬。
而我，从不要求我的孩子去和“陌生人”亲热。
其实，我很清楚朋友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试图规范孩子的言行，帮助孩子努力遵循社交礼仪：见到长辈打招呼，懂事的孩子应该有礼貌……
培养出在人际关系中懂事且规矩的孩子，似乎是每个家长的愿望。
一方面这满足了父母自己的人际关系需求，另一方面，家长也期待自己的孩子从小懂事守规矩，未来能在人群中获得更多的认可。
出于同样的动机，在孩子的社交冲突中，父母们也会要求孩子“懂事、守规矩”，例如，孩子情绪爆发，使劲拍打了一下父亲的腿，或者推

搡了同伴，很多父母会逼着孩子第一时间道歉——在他们看来，“发脾气”是非常糟糕的状况，“打人”更是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什么才是“懂事守规矩”呢？

切勿盲目要求孩子
“懂事”

懂事，即我们常说的情商高，
能够理解他人，具备对他人的遭
遇感同身受的能力。这个能力如
何养成呢？

我想，首先取决于孩子自己是
否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己的
感受曾被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
遭遇被人体谅，自己的情感被人
共情……

倘若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成
人，他从未有过此类体验，却被要
求具有共情他人的能力，具备体
谅 他 人 的 情 商 ，恐 怕 就 是 奢 谈
——谁能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根本
没有的东西来呢？

举个例子说，父母们都希望孩
子能学会分享。分享固然是一种

“品质”，但是从心理学角度上看，
分享的前提首先是当事人内心充
盈，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切实感
觉到“自己有，而且很丰富”，才愿
意拿出来与他人分享。

倘若他的真实感受是“自己很
匮乏，一旦奉上就不再拥有”，又
怎能甘心分享呢？若是在诱惑、
威胁和恐惧中“不得不献出”，则
势必加剧其匮乏感。

在日常育儿过程中，有时会看
见这样的场景：父母要求一两岁
的幼儿把玩具和食物分享给小伙
伴，而孩子不愿意，这个时候，父
母常常会说，你真小气，你要学着
分 享 ，不 然 别 人 就 不 喜 欢 你 了
……更有甚者，在孩子尚未做好

准备的情况下，父母将孩子的玩
具、食品强行替代孩子“分享”出
去。

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这样的
做法并不能帮助孩子学会分享，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看来，玩具、食
物，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时候，孩子的哭闹不是小气
（顺便说一句，“小气、吝啬”等词
语，是一种道德评价，可以用于评
价道德观念业已形成的人，而不
能扣在婴幼儿身上），而是在表达
自己切实感受到的一种非常糟糕
的体验。

长期沉浸在类似的教养情境
中，孩子的内心多半会深深植入
一种或许伴随终身的匮乏感，他
一再体验到自己的身体边界被破
坏。

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

与 此 同 时 ，被 如 此 教 养 的 孩
子，也很难理解“他人的物品不可
以随便动”的道理，慢慢地就长成
了别人眼中的“熊孩子”模样，他
们对边界漠视，不懂得尊重他人。

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懂事之
前，首先需要父母先设法去理解
孩子。

比如，在孩子遇到陌生人不想
打招呼的时候，父母不要去强迫

他 ，而 是 在 他 耳 边 轻 声 告 诉 他 ：
“我知道你有点紧张了，是吗？那
么，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
呼如何？”

或者，我们干脆不去要求，而
是身体力行地做好自己，行为举
止合乎礼貌，孩子看在眼里，随着
他们长大，内心越来越有力量时，
父母的言行都会内化在心中。到
那时，见面打招呼才是自然而然
的情感流露。

立规矩，又是什么呢？往小处
说，大概是每个家庭的风格。比
如吃饭的时候请长辈先吃，别人
帮助你的时候，要说谢谢。

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内核，即培
养孩子尊重他人的品质。

而如果立规矩伴随着的是羞
辱和惩罚。那就违背了立规矩的
初衷，就和培养孩子懂事之前需
要先懂得孩子一样，希望孩子尊
重他人，前提也是要先尊重孩子，
让孩子体验到被尊重。

父母要身体力行教孩
子“守规矩”

建立规则，大概可以遵循以下
几个原则：

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如果
你 希 望 孩 子 在 吃 饭 过 程 中 不 讲
话，那么全家都应该在吃饭过程

中不说话，慢慢地孩子就会潜移
默化这些规矩；而不是成人可以
在进食过程中讲话，只有孩子需
要“守规矩”。

不以恐吓威胁为手段。如果
父 母 非 常 不 希 望 孩 子 做 某 些 行
为，那么应该直接告知孩子哪些
行为不可以做，而不需要恐吓孩
子：如果你这样做，会发生可怕的
事情，会招致何种惩处……

以夸大危险的方式描述后果，
期待借此震慑孩子，只会模糊规
则的意义。

规则应在行为发生之前讲
明。孩子的一切行为，都需要在
一个有规则、有限制的领域内实
施，而这些规则是事前的约定，而
不 能 事 后 立 法 。 否 则 对 孩 子 来
说，一切行为举止的后果都是无
法预见的，是在不可知的领域内
撞运气，只是有时候运气不错，恰
好逃避了责罚，有时候运气不佳，
所以招致惩罚，由此规则的意义
也就丧失了。

界限与规则，是约束，更是保
护，它的存在给孩子带来稳定踏
实的感觉，如果我们可以在建立
规则的时候，保持温柔且坚定的
态度。

并且在行为发生前树立边界，
告诉孩子哪些行为是禁止的，哪
些行为是自由的，孩子才能感受
到安定，体会到自在。 （青听）

想孩子“懂事”？只立规矩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