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
与体会(优质8篇)

人生是一次长久的修炼，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追求进步。如
何在人生的道路上保持坚定的信念？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整
理了一些人生智慧的语录，和大家一起分享。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一

现在从事感统训练这个行业，接触的家庭多了，发现小孩身
上的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家庭因素，并不一定就是本性如此，
可见家庭教育多么重要！我们中国的父母就是缺少家庭教育
这方面专业的知识，只能从以往自身家庭的教育模式去教育
小孩，甚至有的反其道而行之，真是社会的一个悲哀，父母
其实也很无能为力。

中国式的家庭比较喜欢一手包办，看到小孩做事慢吞吞，而
且怎么也做不好，就直接帮他做了，最后导致孩子什么都做
不好，依赖别人。有些家长会说她的小孩总是拖拉，不愿起
床，她没办法就只能什么事都给他做了，其实家长大可不用
管他，他喜欢睡就让他睡，喜欢拖拉就让他拖拉，等他到学
校自然就有老师批评，才能慢慢养成他的时间观念，而且一
手包办家庭的孩子自理能力总是很弱，又很懒散，就是挂个
饼在他胸前也会饿死的那种人。

好像越来越多家长都抱怨小孩懦弱，没有主见，或许大部分
还是家庭因素起作用，如果你的父母比较权威，很少有让孩
子表达自己情感的机会，也很少让孩子做选择，一味的从自
身出发，为孩子安排这安排那的，孩子受欺负了立即就挺身
而出，没有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那他们又如何成长
呢？只能是唯唯诺诺。有了家庭的保护伞，我又何须坚强、
自立？你说往东我就往东，你说往西我就往西，连站在十字
路口耗时间、费脑力去思考往哪走都不需要了！



什么样的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二

“大多数孩子磨蹭都不是故意的，你越吵他，孩子越紧张，
越没办法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情了，反而更磨蹭。”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心理系副教授许慧提醒，对待孩子的磨蹭，千万不
能采取严厉惩罚等方式。像有一些孩子，先天个性就属于缓
慢型，他们对外界反应、探索新事物都不敏感。其他孩子一
看到新玩具就咧嘴笑，但他们却要审视一段时间，才会表现
出对玩具的喜好。

“类似这样的孩子，任其发展下去，非常可能形成磨蹭的毛
病。”许慧说，但是，虽然先天个性相对稳定，但后天环境
还是能改善它的，特别是孩子越小，环境对他影响越大。要
及时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情感需要，还要给他们创造更多接受
外部信息的机会。磨蹭不是孩子的错，家长多从教养上检讨。

除了先天个性导致，家庭后天教养不当是引起孩子做事磨蹭
的重要原因。许慧建议，家长要常常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
我检讨：家长做事比较慢，孩子较易受影响。家庭环境嘈杂，
孩子做事易受干扰，形成不专一的习惯，表现在行为上就是
磨蹭。

孩子做事时，家长爱指手画脚或训斥他，造成他做事精力不
集中或受到训斥感到紧张，完成事情也会比较慢。有的家长
总嫌孩子做事太慢，急着去帮他，结果只会越帮越慢，长期
下去孩子形成了思维定势：我就慢慢做吧，反正有人会帮忙
的。

还有的家长嫌孩子做事做不好，替代孩子去做，使孩子丧失
了不少锻炼的机会，他做事的能力弱，自然就磨蹭。有的孩
子做事要求完美，做事也会比较慢，这与平常家长对孩子要
求过严有关。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让他学会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注意力
做一件事情。”许慧说，学龄前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
大约在10~15分钟，家长要适量给孩子布置学习任务，不可打
疲劳战，否则，疲劳后注意力易分散，也易磨蹭。平常多鼓
励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能培养孩子的注意力，有益于减少
做事磨蹭的`发生。

对于爱磨蹭的孩子，家长还可以尝试如下方法：首先，教会
孩子力所能及的事自己做。早晨早起几分钟，让他自己起床、
穿衣服、穿鞋子、吃早餐，假若他磨蹭，就坚决收起餐桌，
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小小的“负惩罚(负惩罚，就是剥夺孩子
一个做他喜欢做的事的权利，例如看电视)”，下次为了无须
挨饿，他可能就会稍快点吃饭。

其次，假如孩子因为自己的磨蹭迟到被老师批评了，让他自
己去面对批评。事后，家长再给他讲明道理，指导他加快做
事速度，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最后，有一些事情，家长可以创设一些情景与孩子比赛，一
方面提高孩子做事情的兴趣，另一方面加快孩子做事的速度。
“2～4岁的孩子，正处于人生中第一个逆反期，他们主要表
现为行为上的逆反。

例如，他们要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以显示他的自主性。
可是，受能力所限，有时候就显得做事磨蹭了。”许慧说，
这个时候，家长千万别觉得孩子是故意和你对着干的，即使
时间不允许他如此“磨蹭”下去，也要用他理解的方式和他
讲理，并且事后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自主做事。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三

父母怎样教育孩子为人处事呢?怎样担当成功父母角色，家教
理念：不仅仅要做孩子合格的引导者，小编带大家看看有哪



四大方法吧!

每当家长指出孩子的错误时，孩子总会找出很多个理由来证
明自己的清白。这时，家长一般都会气愤地称孩子的这种行
为为“狡辩”，其实，这并不是狡辩，而是孩子对家长教育
的一种反馈。

教育是双向的，家长不仅要教，还要接受孩子的反馈，教育
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效果。然而又很多家长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们只管自己“教”，一点都不在意孩子反馈回来的信息，
这样的教育往往达不到家长想要的目的。

当孩子对我们的教育作出反馈时，我们首先要对孩子的这种
反馈作出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不仅仅是针对孩子的语言进
行分析，还要连同孩子的动作及神情进行分析。

但是值得家长们注意的是，不管是孩子的反馈是不是“狡
辩”，都务必要尊重孩子的反馈。在上面的教育案例中，当
孩子说出“我们班小朋友搜这样说”的理由时，那位妈妈没
有对孩子的反馈进行分析，就对孩子大吼，这是不是不尊重
孩子反馈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位妈妈也并知道孩子反馈的
真正还以----并不认为“你真蠢”是脏话。

可以想象，家长误解孩子的反馈，并对孩子的反馈进行压制，
长久如此，孩子就再也不会对妈妈的教育进行积极反馈了。
没有孩子的配合，家长势必将更没有办法对孩子进行教育。

总之，不管孩子对家长的教育作出任何反馈，尊重和认真分
析孩子的反馈，都是达到教育目的的首要前提。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一个人一块手表，当别人问
这个人时间时，这个人能够快速而且自信地说出时间;然而，
当给这个人两块不同的手表时，这个看表的人反而不能很快
地说出时间了。因为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



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心理学家把
这种现象称为“手表现象”，并由此而引伸出了一个结论：
在做事情时，只能有一个指导原则或价值取向。后来，人们
把这个结论称为“手表定理”。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四

让孩子们知道金钱是通过父母的辛勤劳动获得的；不是风。
我们只有通过合法的付款才能得到钱。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
父母挣钱很辛苦。通过努力工作来培养他们并不容易。让孩
子们学会感恩。

让孩子们明白，一个人的收入不属于他，还要支付整个家庭
的费用。在教育孩子有关金钱的知识时，我们不妨设计一些
类似的民主讨论活动，让孩子们了解一个真理：收入是用来
支付整个家庭的费用，滥用金钱会影响他人的生活。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这八个字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建设
的重要条件。在这面旗帜下，大多数人都能让一位绅士热爱
金钱，并以正确的方式接受金钱。依靠你的勤奋和智慧创造
财富，挣钱，过上幸福的生活。翻开史册，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从春秋时期的范贝到明朝属于沈万三:从…起清朝属于
王炽，走向现代陈嘉庚、李家诚、霍英东这样的绅士，从高
官到布衣，从富人到穷人，形成了人杰的方阵，照亮了世界。
改革开放后，许多有志之士依靠先富起来的政策，用自己的
勤劳和智慧赚钱致富。当他们变得富有时，他们永远不会忘
记自己的国家和邻居。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带领村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这些热爱金钱并明
智地接受金钱的绅士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孩子们可以用零花钱来满足我们“不赞成”的消费欲望。换
句话说，在尊重孩子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家长可以提
出一些建议。如果父母太严格，孩子买什么都要听父母的话，



那么孩子就像一个“储蓄罐”，完全失去了用零花钱培养精
明消费和理财本能的意义。父母应该知道，孩子在使用零花
钱时会走一些弯路，这也是他们积累经验的唯一途径。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拥有自己的天空，
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让孩子明白父母是自己挣
钱的，而不是自己挣钱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到小学
一年级的学生花钱请人陪他们玩；四年级的'学生花钱请人帮
他们的包背书和买零食；中学二年级学生花钱请人帮他们做
作业；大学生花钱请人帮他们写论文。这种事情听起来像个
笑话，非常令人伤心。当我知道一些外国学生真的靠这个赚
钱时，我真的感到无话可说。分数是买来的，朋友也是买来
的。学生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这样，除了花时间和金钱，还
有什么剩下的呢？看来，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想上一所好小学，就花钱买学区的房子；如果你不能
进入一所好的中学，那就花钱找关系；制造麻烦，花钱解决；
在国内上学，在国外花钱。然而，当孩子突然意识到钱不能
在某一天解决所有问题时，为时已晚。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五

关于金钱的一些事情，可能家长不太想染孩子过早的接触。
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认为金钱是一个肮脏的东西，不过现在
好多了，有些家长也是觉悟比较高，开始教孩子怎么样理财。
的确，与其让他避让，倒不如正确引导他，因为接触金钱是
无可避免的。

钱币、信用卡、账单……大多数孩子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当他看到爸爸妈妈用信用卡购买商品时，会觉得信用卡充满
了魔力，误以为卡里的钱就好像天上掉下的馅饼，永远也用
不完。

学龄前的孩子可能还无法理解信用卡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所
以，让他认识钱币是第一步。在孩子面前，爸爸妈妈最好多



多使用现金消费;数钱的时候，不妨让孩子也参与进来吧!这
样能教会他学数数、学运算，还能培养他的基本生活能力。
当然，用现金并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方便的信用卡，爸爸妈妈
可以在每次收到银行账单时，告诉孩子账单和信用卡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让他慢慢懂得这张小小塑料卡片的实际意义。

通常来说，给学龄前的孩子每月5～10元的零花钱比较合适。
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一起先制订一个“消费计划”。如果是
年龄稍长一点的孩子，可以试试让他简单地记一下账，一来
可以养成节俭的习惯，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二来可以养成细
心的习惯，初步培养理财能力。

从一根棒棒糖，到一件价格不菲的童装，爸爸妈妈都可以让
孩子知道它们的价格。这样他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一口
气买下好几块巧克力，却得存一阵子钱才能买下上百元的玩
具，他也会渐渐了解周围各种物品的价值。

有空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玩玩“逛商店”的
小游戏，你和他分别扮演营业员和顾客。这样既提高了孩子
的运算能力，也能让他在实际操作中学会使用钱币。

另外，爸爸妈妈之间最好能做到经济透明化。夫妻之间对经
济问题的互不信任或互相欺瞒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他会模仿
父母的举动，在金钱问题上撒谎，长此以往难免形成扭曲的
金钱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爸爸妈妈一定要认真对待哦!
对孩子必不可少的“金钱教育”

用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孩子学会理财，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念是
非常好的做法，若是教育目的一样，但是方法不当的话，这
样也不行，这会影响到孩子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为了更合理
的消费，家长会对孩子说“买不起”来敷衍。其实孩子会不
知道吗？你只需要告诉他，钱要留着买更有用的就可以了。

孩子往往受父母花钱的方式以及对金钱的看法而产生对金钱



的第一印象，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决定了孩子长大后与金钱的
关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不要给孩子造成金钱误导。

案例：一天，6岁的明明跟着妈妈去商店。在玩具柜台前，明
明盯着橱窗里的那个变形金刚擎天柱停住了脚步。妈妈见状，
就对明明说：“那么贵的玩具，我们家可买不起!”拉着明明
就走。

专家解析：明明妈妈的这句话的潜台词让孩子费解：是今天
买不起，还是永远买不起?或者是不想在这上面浪费钱?。其
实，明明妈妈完全可以列一个每月开支计划(哪怕是比较粗略
的)，帮助孩子清楚地明白愿望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别，比
用“买不起”来搪塞更有说服力。任何年龄的孩子都善于察
言观色，通过父母的解释后会放弃。所以，对孩子进行金钱
和责任方面的教育，永远不会太早。

提示：平时，全家人可以坐在一起，把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列
出来，排除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愿望。然后每月划出一笔钱，
轮流帮助大家实现愿望。这样的好处在于，让孩子明白，每
个人都有实现愿望的机会，而节约和等待将会增添得到心仪
礼物时的兴奋。

案例：爸爸妈妈平时不管去哪买东西，总忘不了给宝贝女儿
添个芭比娃娃，或者是游戏机。即使妈妈带女儿逛玩具商店
时，也都会对女儿说：“你想要什么，只管对妈妈说!”

专家解析：这肯定要宠坏孩子的。这样做的结果，会让孩子
觉得，钱总是会有的，价格从来就不是问题。只要提出要求
总会得到满足，那么孩子以后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将很难获得
动力。当父母偶尔对孩子的要求说个“不”时，孩子早已不
能接受了。其实，花钱和爱孩子是不能划等号的。

提示：父母最好不要随便送孩子礼物。即使带孩子去商场时，
也要事先约定好只买购物单上列出的东西。孩子开始时可能



会哭闹，但大多数孩子的'适应过程都比父母想象中要快。

案例：嶙嶙去小朋友家串门之后，告诉妈妈：“邻居燕燕的
玩具可多了，房间里有好几个芭比娃娃，还有一大盒的泥人
呢。”这时候，敏感的妈妈马上说：“你是否又想买新玩具
了，你的玩具已经够多了。”

专家解析：对于父母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买一两样东
西，而是一听到孩子说这些话，就过于敏感了，条件反射式
的害怕：孩子会变得越来越贪婪。其实，可能孩子只是单纯
地在描述她所见到的邻居家的情况。父母如果急切地否定孩
子，会让孩子感到受挫、委屈。不如平静地听完孩子究竟想
说什么，问问她有什么想法。而不是急于告诉孩子，你在想
什么。

提示：生活中对金钱不要过分强调，也不要毫不在意。即便
你还没有正式向孩子传递有关金钱或理财方面的信息，他们
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每天的生活中接收到“金钱”的信息。所
以，当父母在与孩子进行“金钱”方面的交流，其实并不是
一件易事。

不掩饰“垂涎三尺”：当邻家买了辆气派的新车时，别当着
孩子的面，刻意隐藏对美好事物的欲望。而应让他知道不是
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买得起，这并没有什么错。

没有大不了的“郁闷”：账单又来了，当孩子看到这一幕时，
要用轻松的语气告诉他，最近钱花得太快了，这并没有什么，
就像你遇到不开心的事一样。

我的意思不是钱：“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钱来得快
去得也快”，这些话在特定的语境里并没有错，但不能用来
吓唬孩子。一旦遗失孩子对此可能有不正确的理解是，要用
准确、简单的话加以解释。



我们应该教育孩子树立一种钱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取，用正
当的方式来获得，而不是只能靠不劳而获，或者其它投机取
巧的方式来获得金钱。孩子对金钱的认识，父母的言传身教
真的很重要。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六

六一儿童节要到了，爸爸妈妈说要送我一个礼物。我回头看
了一眼房间角落里堆满的玩具，钢铁侠的面具，蜘蛛侠的玩
偶，还有各种卡片和积木。去年我想要一双新皮鞋，爸爸妈
妈送给我之后说不可以穿着它玩沙子，不可以碰水，更不可
以踢石头。去去年我想要一个弹弓，爸爸妈妈说要拿到100分
才可以，我拿到了，他们又说不可以在小区里玩，也不可以
去学校玩。我忽然不想要礼物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儿。但是
爸爸妈妈很开心地问着我问我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以为我会
很高兴。我说暂时保密，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他们，然后我问
我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呢?”

多简单啊，爸爸妈妈本来就是爱我们的!小a可真逗。可是小a
说，他希望爸爸妈妈能好好听她说话，要睡觉的时候吻她一
下，能来看她在学校的演出，难过的时候可以给她一个温暖
的怀抱，还要天天说我爱你。哦，小a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她
总是周末才和爸爸见面。

嗯，好像是有道理，虽然爸爸妈妈都很爱我，但是上次圣诞
节表演他们也没来，这个礼物要记下来。

小b可惨了，每天都要去上补习班，咱们的春游啊舞会啊都不
能去。所以小b的礼物是要一天的.自由。小b说要是有这么一
天，他肯定会兴奋得睡不着觉的!我问他那这一天你要干什么
呢?他说要去找我们玩，又改口说要看电视，看一整天的电视，
想了想又不愿意，要去海边游泳看浪花!噢，亲爱的小b，你真
是呆在家里太久了!



小c的爸爸妈妈总喜欢给他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小c自己可不
喜欢，他喜欢蓝色的，酷酷的那种。这些大人们总是觉得自
己的眼光很好，说我们不懂，真搞不懂这些大人。我的爸爸
妈妈还好，不会让我穿不喜欢的衣服，因为我总是跟他们说
我长大了。但是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和邻居的王阿姨说我偷穿
爸爸的衣服，他们笑得很开心，一点也没看见我，我都快哭
了!我不知道他们看见了，看见了还笑我，真是难过。

小d的爸爸妈妈真是太忙了!忙得我都知道了!小d说他每天回
家就和小狗penny一起玩儿，“可好玩儿了，没人管我!”平
时小d骄傲地说，所以当小d说想要和爸爸妈妈玩游戏时我们
真是吓了一跳!好吧，原来小d也很可怜。

什么呀?爸爸妈妈总是跟我们说要养成好习惯，可他们的习惯
是不好的吗?小e撅着嘴和我们说：“才不好呢，爸爸说垃圾
不要乱扔，可是有一次在大街上随便就把抽完的烟扔了!我问
爸爸为什么呀，他说小孩子不要管啦!哼!”

哦，这真不像个好爸爸!

好好说话?哦，她说的是不要吵架。这一点我也同意，爸爸妈
妈吵架什么的可讨厌了，互相不说话，有时候就大声嚷嚷，
妈妈还会问我：更爱妈妈还是更爱爸爸呢?爸爸妈妈吵架要帮
谁?这可真难!我不知道。小f的爸爸妈妈整天吵架，一点儿也
不像别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们可没分开过，真让人纳闷。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七

综观眼下众多的家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分工”现象，
即父亲与母亲、父辈与诅辈在孩子面前常常扮演两个截然相
反的“脸谱”：一个演“红脸”，负责从严管教、规范孩子
的言行，具体实施处罚，以树立威信，让孩子害怕；另一个
则唱“白脸”，负责周旋调节，中介说情，使孩子感到家的



安全、温馨和父母的亲情。

现实生活中，这种“分工”可能是故意而为，也有可能是在
潜意识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令人忧虑的是，眼下有很多家庭
竟对这种“分工”感到非常满意，因而乐此不疲。殊不知，
这种家教分工并不科学，往往利少弊多：

直接影响父母在孩子面前的威信享有较高的威信是父母有效
教育孩子的.重要前提。如果父母在家教中“分工”，一惩一
纵，一严一松，很容易使孩子在家里只怕一个入，只听一个
人的话。长此以往，孩子会变成欺软怕硬的“两面人”，其
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影响孩子是非观念的形成父母在家教中扮演不同的脸谱，对
孩子所做的同一件事做不同的评判，采取不同的甚至是截然
相反的态度，容易使孩子是非混淆。如果父母的态度和见总
是不一致，就会使孩子感到无所适从、是非木清，这很不利
于孩于是非观念的形成。

“白脸”纵容孩子“矫”上添“骄”充当“白脸”的一方经
常在“红脸”大发雷霆或大打出手之后出面打圆场，充
当“灭火器”，负责收拾残局、左右局势，孩子在找到
了“规律”之后，一旦犯了错误或有了缺点，就会非常自然
地去找“靠山”、“寻袒护”，如此有恃无恐，从而“娇”
上添“骄”。

孩子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接受正确的家
庭教育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因此家长在平时的家教
过程中千万不要随意“分工”，舞台上扮演“红脸”和“白
脸”只能是一种游戏，切勿随意用于家庭教育。

影响儿童心理教育的时效和效果孩子犯错误常常是突发的，
做得突然忘得也快，这就需要父母在他们“出事”的当时就
立即进行相应的教育。如果在孩子出现过错肘，唱“白脸”



的不管不问或管不了，等到唱“红脸”的回来再“旧话重
提”，其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孩子在唱“红
脸”的面前学会抵赖，给教育增加难度。

父母如何言传身教教育孩子感悟与体会篇八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儿不嫌母丑，狗不嫌
家穷”等孝道文化，父母辛苦养育孩子，没有的得到孩子的
尊重和感恩，反而是被孩子拿来比较，这是让父母们很伤心。
妈妈们自嘲着，总结了“时下当妈标准”——“下得了菜场，
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改得了作文，做得
了小报，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
点，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挣得了学费，付得了消费。
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崩溃，熬得过岁月沧桑!

当这样的'妈妈，真难!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无论妈妈如何
普通，孩子都能理解并尊重她。

1、以身作则。幼小的孩子不一定能听懂家长的大道理，却一
定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当家长们在孩子面前总是做比较时，
就应该预料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孩子作比较。

2、不以圣人标准苛求孩子。有攀比心很正常，这是心理成长
的一个阶段，不要急着去骂他，成年人也知道要藏拙呢。关
键是父母和老师要及时对孩子进行疏导，树立真确的价值观，
让他认清母亲的伟大，真心为母亲自豪。

3、教给孩子换位思考。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妈妈也
不一定都美若天仙，爸爸一定都高大英俊。关键是让孩子体
会到父母的爱，进而体谅父母。换位思考能让孩子明白，当
他们攀比父母时，父母心里有多难受。

4、教给孩子美的定义。美丽不一定是外表，美丽可以是一种
气质，一种品质，一种内在的素养，教给孩子从更多层次去



认识美。

在家庭中，平等、宽容的环境很重要，心理咨询师提醒家长
们，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有必要，请咨询专业
的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