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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父母总想着孩

子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把孩子的学习

当成头等大事。然而，总会有一部分孩

子在某段时间产生厌学情绪，严重的甚

至出现逃课的现象，让父母焦急不安。

前段时间，一个家长问我有没有什

么办法让孩子热爱学习。他说，儿子今

年13岁，正上初一，学习成绩本来就不

怎么样，但近段时间更是让他头痛。吃

罢饭说是上学去，但却躲在离学校不远

的小广场上玩耍。直到老师打电话来

问儿子的病好了没有，他才知道儿子这

两天都没去学校。老师说儿子写了请

假条说自己头痛，不能去上学。

这位家长心情十分沉重，说自己因

为没上好学十分后悔，就指望着儿子以

后能有出息来改换门庭，可儿子这样下

去该怎么办呢？

听着家长的叙述，我想起了我的儿

子。那年，他也是13岁，也是上初一，厌

学情况和这位家长的儿子一模一样。

我问他不想上学想干什么？他说想学

开汽车。我便骂他：“你还没有一砖头

高，连方向盘都够不着呢。”我那时年轻

气盛，脾气不好，对儿子三天一小打，五

天一大打。让我最忘不了的是有一次

他怕挨打，就钻进了床洞里，我够不着，

就拿根木棒往他的腿上捅。没想到这

次打儿子，把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打没

了。

从那以后，儿子就完全辍学在家和

我一起下地劳动。在这期间，我才意识

到了我那粗暴的行为是起不到任何作

用的，于是时不时地劝他重返课堂，并

举例说明某某的孩子因为学习好，后来

考上了大学，现在找了一个好工作；某

某孩子学习好，后来考上了航空学校等

等。又告诉他，就算你想开汽车也得把

学上完，考进运输公司才行（那时候还

很少有私家车）。也许是我苦口婆心地

劝导起了作用，也许是儿子感觉这下地

劳动真不容易，也许是二者共同的效

力，时隔一年，儿子重返课堂，并且努力

学习，后来还真的到省运当了一名客车

司机。

向我提问的家长还在气愤地说，真

想揍儿子一顿。我告诉他，千万别那样

做，那只会适得其反，让孩子出现逆反

心理。接着，我把我儿子的经历讲给他

听，又问他，你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那

他对什么感兴趣呢？他说孩子对画画

感兴趣，听老师说，孩子上课就爱在下

面画各种小动物和人物肖像，还对老师

说以后要当画家。

我听后立刻告诉他，那你就从画

画这方面来启发孩子，让他因为想画

画而开始努力学习其他功课，让他明

白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单纯想

画画是不会达到目的的。也就是说，

不可能自己画着画着就成了画家，考

入专业学校经过学习才能更好地实现

画画的梦想。

家长听后说，也只能这样试试了。

两三个月过去了，我都把这件事忘了，

这位家长忽然发来信息说，我照你说的

办法一试，果然有效，儿子不仅不厌学

了，而且各门学科的成绩都逐渐好了起

来。我听后十分高兴。

如此看来，顺其爱好，加以引导，也

是解决孩子厌学的一种有效方法。

放下焦虑，孩子的
生活不能只有学习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有一些小

学家长反映，对孩子的学习很担忧，

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了什么，孩子

作业也少了，又不能去课外培训班，

学习仿佛成了一个盲盒。在边玉芳

看来，这样的担忧源于家长对孩子学

习这件事过于重视。

“学习对孩子的生活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但孩子的生活不能只剩下学习。”边

玉芳说，成长过程中，孩子要学会的

能力、要具备的品质是多方面的，家

长要进一步去理解“双减”政策，不能

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学习这一件事情

上。

“双减”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家

长对孩子的学习过分重视，把本该去

发展孩子多方面的能力，变成了只让

孩子学习，久而久之，孩子其他方面

的能力，包括品德、健康的人格、良好

的心理品质、健康的身体状况都会受

到影响。因此，家长、老师以及社会

大众都需要克服功利化、短视化的教

育行为，才能让孩子更加健康地成

长。

也有家长会问，“双减”之后，没

有 校 外 培 训 了 ，孩 子 还 要 不 要 补

课？没有作业了，如何去安排孩子

的课余时间？减负了，如何保证孩

子在学习上不掉队？面对这些疑

惑，边玉芳提醒家长们，“双减”并不

是让孩子放养，家长放飞。“双减”实

质上减的是唯分数论的功利化教

育、超前学习的短视化教育、“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恶性竞争、内

卷的课外辅导，而“减”的目的是要

“加”，要让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

的潜能，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方式，

增加自身的幸福感。

“双减”之前，很多家长认为家庭

教育的职责就是挣钱给孩子报好的

培训班，上好的学校。孩子成绩不好

或者课余时间家长不知道怎么陪孩

子，只要给他报个补习班或者兴趣班

就行。在和家长交流时，甚至有家长

对边玉芳说，不给孩子报几个班，走

在路上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在边玉芳看来，家长关心孩子的学习

没有错，但用科学的方法去关注孩子

的学习更加重要。而在学习之外，还

有更多重要的品质也需要家长去关

注。

孩子身上的问题其
实是家长问题的投射

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故意打扰你，

其实是因为你和他缺乏肢体的接触，

缺乏亲密感；如果你的孩子撒谎，其实

说明你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

度；如果你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

因为你对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如果

你的孩子很懦弱，那是因为你太快就

去帮助他，不要帮你的孩子清扫他们

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这是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曾经分享过

的11张家庭教育漫画中的内容。

这些漫画里，呈现了孩子身上的

一些正向品质，比如自信，也讲到了

孩子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懦

弱、撒谎、经常打扰家长。以孩子缺

乏自信心为例，这是因为家长给孩子

的建议多过了鼓励，也就是说家长对

孩子经常说教，没有给孩子鼓励、表

扬或者一种由衷的赞赏，也没有让孩

子在真实的情境中去感受到“我能

行”，没有真实的成功体验。

边玉芳对这些漫画颇有感触，她

认为，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无法替

代的作用，孩子身上的很多问题，其

实跟爸爸妈妈的教育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

“我们看到一些孩子进入理想的

大学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

至有部分孩子在大学里出了各种各

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到大学之

后才产生的，这其实跟他中小学时期

的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边玉芳说，

很多中小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也跟

家庭教育有关。

那么，家庭教育的责任到底在哪

里？边玉芳说，家庭教育的本质是做

人的教育，父母要承担起对未成年人

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的

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

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比如，要让孩

子有家国情怀，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

成才观，引导孩子培养广泛的兴趣爱

好、健康审美追求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养成积极探索的精神，关注孩子的心

理健康，让孩子珍爱生命等等。积极

的、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对孩子一

生的成长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多给孩子成功的
体验

边玉芳和她的团队在 2018 年曾

做过一个有关家庭教育的调研，调研

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近20万四

年级和八年级的孩子。调研中，让孩

子们来回答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怎

样的。其中有一个问题：“你认为爸爸

妈妈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显

示，家长第一关注的是学习状况；第二

关注的是身体健康；第三关注的是人

身安全。对孩子的社交行为的关注度

不到20%，对孩子兴趣爱好、心理状况

等的关注只有10%。而这些方面对孩

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孩子做作业是不

是拖拉，学习时是不是注意力集中，有

没有责任意识……这些都源于孩子是

否养成良好的习惯。

调研结果中还显示，9 成以上孩

子认为家长对自己的成绩有一定的

要求，45.9%的四年级学生家长希望

孩子考到班级前三名，42.7%的八年

级学生家长希望孩子考到班级前 10

名。“如果家长总是把考第一名作为

孩子的目标，那么班级只有一个第一

名，全校也只有一个第一名，甚至全

区、全国都只有一个第一名，孩子很

难获得成功的体验，也就很难对学

习、对生活产生期待。”边玉芳说，家

长们应该好好想想，这对孩子来说是

不是要求过高？如果家长对孩子的

要求是比他能够达到的目标稍微高

出一点，这是比较合理和理想的，如

果家长提出的要求是孩子完全达不

到的，对孩子来说就会变成非常大的

压力。“我们对孩子要有一定的要求

和期望，但要注意的是，这个要求不

能是孩子不能承受之重。”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一

些家长一看孩子在电视机前坐了一

会儿或拿着手机稍微玩了一会儿就

开始焦虑，只有看孩子在书桌前才

放心。但是，孩子在书桌前就一定

在学习吗？他拿着一本书看就一定

看进去了吗？边玉芳认为，这是家

长们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学习时间

和学习成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边玉芳看来，这就像金钱和幸福

的关系一样。当我们的物质生活不

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需求时，人会

不幸福，但当我们解决了温饱问

题，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问题之

后，经济就不是决定我们幸福的最

主要的因素了。学习成绩和学习时

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不花时间学习

一定不能取得好的成绩，但如果孩

子已经学到一定的时间量，还要让

他加班加点地学，孩子的学习反而

不会好。

“要让孩子爱学习，愿意投入时

间去学习，提高孩子的学习动力远比

逼孩子在书桌前坐好要重要得多。”

边玉芳说，学习、做作业是孩子自己

的事，家长千万不要一遍一遍地催促

孩子去学习，这样只会把孩子自己的

事变成家长的事。

那么，怎么去激发孩子的学习动

力？边玉芳给家长们支招，在一次一

次的生活体验中去发现孩子的潜能，

让孩子有更多的成功体验，让孩子知

道“我能行”。

做好亲子沟通，寓
教育于生活中

“关系大于教育。当孩子有更好

的亲子关系时，家永远是他温暖的港

湾，他会更加安心，一个有良好亲子

关系的家庭，孩子的成绩也更好。”边

玉芳说。

边玉芳指出，一个好的家长需要

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做孩子的榜样；

第二，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第三，发

现孩子的潜能，让孩子至少在某一个

领域知道“我能行”，激发孩子身上不

服输的精神；第四，做好自己，学会调

整自己的情绪，让孩子的心理更健

康。

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给

孩子高质量的陪伴非常重要。在生

活中怎样与孩子去交流，在家里与孩

子一起做一些小事，让孩子养成良好

的习惯，让孩子热爱劳动，知道自己

的事自己做，这些都是家庭教育中不

能忽视的内容。

“怎样让孩子越学越成功，未来

有一个好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的循

环？家长要从读懂孩子、理解孩子开

始，以科学的方法去教育孩子。”边玉

芳说，从新学期孩子入学第一天开

始，家长就要做到更好地去理解孩

子，更好地去跟孩子沟通，不要总是

问孩子今天的学习怎样，要多跟孩子

交流在学校的体验，更要学会科学地

去跟孩子提要求，寓教育于日常生活

之中。

比如，今天你的孩子碰到了困

难，怎么去迎难而上便是很好的教育

机会；今天你的孩子说谎了，怎么去

教育他，让他不再说谎也是对孩子开

展教育的好时机；今天你要带孩子去

爷爷奶奶家，你可以试一试，教他学

会尊敬老人；你们一家要去旅游了，

和孩子一起制订旅游计划，在旅途中

遇见的人和事都是孩子成长中的重

要体验。

顺其所好，改变孩子的厌学情绪
■ 王满堆

新学期，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很多家长会对孩子的学习

表现有一些新的期待。而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随着“双减”

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继出台，教育

发生了很多变化，家长们在理解这些政策、适应这些变化的

同时也有一些担心和焦虑。

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陪伴孩子更好地成长？新学期

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什么？“双减”背景下，如何配合学校做好

孩子的教育，如何保证孩子良好的学习状态？北京师范大

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为家长们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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