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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焦虑中觅得一
分淡定

“听了这么多讲座，最大的收获

就是不那么焦虑。”李猛感慨。周末，

儿子在青少年宫上课，在外等待的家

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往往越聊越焦

虑：家庭作业多、老师讲得快，怎么

办？学奥数太累，不学会不会影响孩

子今后的数学成绩？这两年编程有

点火，不学会不会跟不上时代？……

这时，李猛就会悄然离场，到一旁的

教室听听家长讲座。

成都市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夏

英的讲座，就是在青少年宫听的。李

猛印象最深的观点是，幼儿园不要提

前学习小学的内容。孩子提前学了，

课堂上老师按教纲授课，孩子听了没

兴趣，课堂反而不专注。李猛就真的

让孩子“零基础”入学，当时班上“卧

虎藏龙”，有孩子已经会认四五百个

字，有的孩子已经学到了乘法，儿子

是班上认字认得最少的学生。一年

级上期，儿子还是全班倒数，下学期

就赶上去了。而提前学习的学生，后

来也并没有优势。

“提前学习浪费时间。”李猛从各

种专家讲座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幼

儿园孩子经过训练可以认得五六百

个字，但不会组词、造句，就是符号而

已，意义不大；小学以前的孩子并没

有具体运算能力，提前教计算短期内

可以让孩子提升，但占用了时间，耽

误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李猛举了

一个例子，小学提前学有理数乘法，

需要 50个小时，而中学只需要 20个

小时就能学会，把这 30 小时拿来阅

读、锻炼、参加社会实践不是更好？

家长焦虑的作业问题，李猛也有

自己的理解：“老师课堂上只能讲懂百

分之五六十，好老师的厉害之处，恰恰

在于能够根据孩子的课堂表现布置有

针对性的作业。”老师讲课快，是因为

孩子的注意力只有十几二十分钟，所

以讲授时间只能这么长，余下时间要

留给学生讨论、做课堂练习。

既是“方法大全”，
又是“避坑指南”

李猛有一种科学主义精神，把孩

子成长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当做一个

个研究议题，在专家、名师、名校长根

据其专业背景、教学案例总结经验的

讲座中，往往就能找到答案。“小学奥

数跟初中数学是两回事”“儿童编程

跟专业编程是两回事”，李猛说，弄明

白背后的道理，就不会盲目跟风。

儿子喜欢画画，常常一画就入了

迷。这个时候是李猛夫妻俩最惬意

的时候，“儿子有自己的爱好，就很好

带。他乐此不疲地画，我们就耍得巴

巴适适的。”李猛笑着说。

曾经，儿子画画的爱好差点被

“扼杀”。有一段时间，笑笑不管画

什么题材，总要加一个火车在里

面。李猛很想去纠正，但碍于自己

不懂绘画，忍住了。一次，听一位

幼儿园园长的讲座，园长分享了一

个案例，有个孩子喜欢画汽车，各

式各样的汽车一直画了两年，终于

孩子家长忍不住，不让孩子画汽

车，没想到孩子再也不摸画笔。听

到这里，李猛心里“咯噔”一下，

幸好没有纠正孩子。

因为儿子喜欢画画，李猛购买了

《培养孩子从画画开始》等书籍，积极

跟绘画老师交流，有许多心得：“儿童

绘画阶段就一个‘夸’字。”儿童绘画

阶段兴趣最重要，而孩子的兴趣往往

易受身边成人的态度，尤其是父母态

度的影响。李猛有时挺佩服儿子，写

生时一画就是两三个小时，被蚊子咬

也不管。

爱孩子，就不断更
新教育观念

10年前，还是2G时代，微信还

没有上线，没有育儿公众号，也不

像现在，一个育儿热点话题，可以

传遍大江南北。那时，医院、教育

主管部门、图书馆等文化单位组织

的讲座，成了家长学习育儿知识的

便捷渠道。

正如走过的路，读过的书会融入

一个人的气质，李猛听过的近 300场

讲座，组成了一个大型的“专家库”，

为养育孩子提供了实用指南。江浙

沪及川内的名师名校长，还有奥数、

绘画、书法等各教育门类顶尖的专家

……一小时左右的讲座时间总结出

来的经验，不断更新着李猛的教育观

念。

“讲者没结婚没生孩子的，大多

流于理论，要听自己把娃娃带成功了

的，或者是名师名校长，有很多学生

案例分享的，否则是浪费时间。”面对

5G 时代，线上线下讲座数量不断增

长，李猛有一套筛选办法。有时，遇

到感兴趣的讲者，李猛会和“追星”一

样，穿越大半个城市前去聆听。遇上

讲得好的专家，李猛还会带着问题和

专家交流，或者加微信，请专家指点

迷津。

听说记者家里有一岁的小孩，

李猛立马告知：“这周三华西妇女儿

童医院有讲儿童注意力的，下周三

有讲儿童营养的，适合你去听。”记

者请他给一个听讲座攻略，李猛思

量片刻，说了三条：孩子小时候，

多听医院讲座，长大一点可以多听

公立学校的校长或者名师讲座，不

仅要听学校老师的，还要听心理、

医学方面的，关注每个阶段孩子身

心发育特点，多方印证孩子的学习

安排是否合理。还有，充分利用各

大图书馆、文化单位的公益资源。

如上海图书馆、江苏图书馆的讲座

有视频、音频可以听；成都各个区

的图书馆，博物馆、教育部门的公

众号也有一些育儿讲座信息。

虽然对教育专家的观点如数家

珍，但李猛觉得教育孩子还需要学

习。每个阶段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如

何选择教育资源，如何安排课外时

间，需要为未来做哪些准备，都需要

跟随孩子的年龄，不断更新教育的观

念和方法。对于孩子的未来，李猛

“希望他将来能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

职业”。

1010年聆听近年聆听近300300场讲座场讲座，，医学医学、、教育学教育学、、心理学均有涉及心理学均有涉及——

““讲座爸爸讲座爸爸””育儿不焦虑育儿不焦虑
■ 记者 胡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下午五点半下午五点半，，学校的延时服务结束后学校的延时服务结束后，，李猛和儿子笑笑穿过市中心拥挤的人群和车流李猛和儿子笑笑穿过市中心拥挤的人群和车流，，回到位于成都南三环的家回到位于成都南三环的家。。
吃过晚饭吃过晚饭，，笑笑打开课本开始复习和预习笑笑打开课本开始复习和预习，，李猛则拿出手机点开一场线上家长讲座链接李猛则拿出手机点开一场线上家长讲座链接，，听江苏省两位小学名师分享听江苏省两位小学名师分享

““如何帮助孩子迎接期末考如何帮助孩子迎接期末考”。”。
从孩子呱呱坠地从孩子呱呱坠地，，如何为人父母的学习就开始了如何为人父母的学习就开始了。。而对于李猛来说而对于李猛来说，，这场学习开始得更早一些这场学习开始得更早一些。。十多年前十多年前，，李猛陪李猛陪

妻子产检妻子产检，，在华西妇产儿童医院的楼道等待时在华西妇产儿童医院的楼道等待时，，无意间看到医院有育儿公益讲座无意间看到医院有育儿公益讲座，，他推开门一听他推开门一听，，立即被杨速飞医生专立即被杨速飞医生专
业的讲解吸引了业的讲解吸引了。。

““杨速飞讲大脑发育杨速飞讲大脑发育，，培养娃娃注意力培养娃娃注意力；；杨凡讲长高杨凡讲长高；；余涛讲小儿常见病防治余涛讲小儿常见病防治。。…………””时至今日时至今日，，李猛对专家的观点李猛对专家的观点
仍如数家珍仍如数家珍。。从妻子怀胎十月到现在儿子从妻子怀胎十月到现在儿子1010岁岁，，李猛利用接送孩子参加兴趣班等待的间隙和其他业余时间李猛利用接送孩子参加兴趣班等待的间隙和其他业余时间，，听了线上听了线上、、
线下近线下近300300场育儿讲座场育儿讲座。。川内的名师川内的名师、、名校长名校长，，江浙沪的专家江浙沪的专家、、学者学者，，包括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包括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都成了李猛教育孩都成了李猛教育孩
子的好帮手子的好帮手。。听讲座学育儿听讲座学育儿，，是李猛这位父亲给孩子的一份特别的爱是李猛这位父亲给孩子的一份特别的爱。。

第一次见到李猛，是在成都市成

华区的一次家长讲座上。讲座结束

后，李猛第一时间走到讲者身边与之

交流，似乎有很多看法需要和专家对

话。后来才知道，李猛并不是成华区

家长，是专程赶过来听讲座。

此后，我们也断断续续地讨论过

一些教育话题。其中，就遇到一次乌

龙事件。一位专家在讲座中谈到，10

岁以前不能压腿，李猛询问是否科

学。当时，报社收集了一些孩子体育

锻炼方面的困惑，联系到全国学校体

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北京师范大

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毛振明予以

解答。毛教授却表示，这是一个错误

的说法，据已有的研究证明，人的柔

韧敏感发展期，也称窗口期，是5—12

岁，10岁已接近柔韧敏感发展期的后

期阶段，因此正确的说法是“10岁前

不是不能压腿练柔韧，而是要赶紧压

腿练柔韧”。李猛分析，因为开讲座

的专家是钢琴专业，在舞蹈方面并不

权威。所以，这些年，李猛听到一些

新观点，总有多方求证的习惯。

有家庭教育讲师总结过，家长群

中有两大生态，小学家长最容易面临

的问题是，在面对孩子的作业、打游

戏、拖拉等问题时，不容易控制住自

己的情绪，问题没解决，反而伤害孩

子自信；中学家长最大的难题就是青

春期，孩子不跟自己沟通，动不动就

不上学、离家出走。其实，两个问题

本质上是一个，缺乏教育孩子的方

法。全国各地教育文化单位长期在

组织家庭教育讲座等公益活动，家长

如果做一个有心人，能够让自己的孩

子不仅享受一所学校、一个家庭提供

的教育资源，还能够与时代最新的教

育理念接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懂得如何

陪伴孩子，是现代家长的自我修养。

一个懂得如何陪伴孩子的家长，首先，

不会因为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阻碍孩

子成长，遇到孩子成长中的问题，不会

打骂或者发脾气了事；其次，会成为孩

子的盟友，能够分析孩子行为背后的

原因，帮助孩子一起解决办法；最后，

能够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保护孩子的

兴趣，帮助孩子发展爱好和特长，不仅

关注学习，还关注综合素质的提升。

记者手记 现代家长的自我修养现代家长的自我修养：：和孩子一起成长和孩子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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