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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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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和《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实施，要求父母应在家

庭教育上补好位。家庭教育

要做到“润物无声”，这要求父

母及其监护人要身先士卒，在

春风化雨的滋润下，让孩子在

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

周末，上中学的儿子回到

家里，用短暂的时间就完成了

作业，相对以前的确有了很多

闲散的时间，这也让我不能

“躺平”，中考可是要看成绩的

呀！我内心担忧着，也深深思

考，学习这事作为父母是帮不

上忙的，何不利用这部分时间

补好家庭教育的缺位。

我征求儿子的意见，如

何将周末过得充实。儿子却

说：“你不爱运动，坚持每天

早上跑步。”我笑着对他说：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此

后，每个周末的早上，河边

的马路上都能看到我们父子

跑步的身影。期末体测时，

儿子体育的每项指标都是优

秀等级。我也由不爱运动变

得能坚持晨练了，精神面貌

也好了很多。这种既陪伴了

儿子也增强了体质的晨练何

乐而不为呢？

这样周末早上的时间被

“打发”了。可儿子作业完成

后，剩余的时间做些什么呢？

妻子又想到了一家人到农村

老家走一走，让儿子走进田

野，走进自然，听听田间鸟鸣

虫叫，看看山川河流，看看乡

村振兴的机械作业。

我们和儿子一道走进爷

爷奶奶家，让爷爷奶奶给他

讲讲以前的农村生活状况和

生活环境，对比乡村社会的

变 迁 ， 感 知 祖 国 的 繁 荣 昌

盛。我们一道走进爷爷奶奶

的菜地，跟着他们一起学习

播种、除草、收获，让儿子

感知劳动的辛劳付出与收获

的快乐。

晚上回到家里，我与儿子

一道写下当天的感受。这样

坚持下来，儿子的日记《乡村

振兴献一策》还在杂志上公开

发表了，这更加激励了儿子写

作的兴趣。现在，每个周末儿

子都主动要求和我写一篇读

后感或者日记。我想，这样下

去他的学习能力也不会太低

吧。

陶行知说过：“如果你想

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 么 你 首 先 得 成 为 那 样 的

人。”孩子会以父母的行为举

止、人格魅力等为榜样，因而

父母在与孩子相处的学习、生

活中，要以身作则，起好示范

作用。

新时期的孩子自尊心更

强，心理更脆弱，家长在补位

时，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

个性特征，用上恰当的方法和

策略，与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实

现情感沟通，达成心灵的默

契，让孩子在无声的影响下静

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存

在，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追求，而

不是家长的附属品。然而，“假

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只会发号

施令，提出条件，用命令的口气

逼着孩子听话，而且每天都在

重复唠叨同样的话，把孩子“塑

造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人”，而不

是把孩子“培养成他想要成为

的那个人”。

这样的“假父母”是在牺牲

孩子的感受，来维持自己作为

一个成年人的人设：“看，我教

育 的 孩 子 多 听 话 ，我 多 有 面

子！”这种教育方式，表面看是

让孩子听话，其实在扼杀孩子

的个性，让孩子失去自己独立

的思想，越来越懦弱、自卑。

用父母的权威强行培养成

听话的孩子，势必会成长为一

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甚至没

有出息的人，这才是为人父母

最大的失败。听话教育，只会

害了孩子。

与其强迫孩子听话，不如

教会孩子表达。如果父母蹲下

来，用心聆听孩子的内心，让他

感受到你的爱，教会他做事的

规则，与他一起探讨正确的方

法，并且以身作则，相信效果会

好很多。

家长应该明白孩子只是生

命的延续，并不是父母未能实

现梦想的寄托，孩子有他自己

的人生，是独一无二的精彩过

程。家长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

梦想，却让孩子为自己的梦想

负责，这其实是对自己人生不

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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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当拒当““假父母假父母””
为孩子维护爱的权益为孩子维护爱的权益

每年的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作为消费者，我们日常总会遇见各
种各样的“烦心事”，虚假宣传、电信诈骗等等……遇到这些，父母们都知道要用
正当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谁又知道，作为孩子，他们可能也想要“维
权”——向不负责任的父母说“不”！

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身边的“假父母”们，为孩子们维护爱的权益。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来自

家庭的陪伴和教育，对孩子整个人格

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有一些陪

伴却是“假”的。

神游式陪伴 有的父母表面上陪

在孩子身边，但实际上心里想的、关

心的完全和孩子无关。这种陪伴也

被称为“身在曹营心在汉”式陪伴，即

表面上看着家长是在陪着孩子，但实

际上，可能是在想工作、朋友，甚至是

球赛、八卦新闻。

2017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97%的

家长愿意花时间陪娃，但是基本都不

是全情投入，47.6%人会一边做家务，

一边“陪娃”，38.4%的家长一边玩手机

一边“陪娃”。这种“神游物外”式的

陪伴方式，日积月累之后，只会让孩

子变得没有安全感，然后影响孩子的

心理健康。

电子式陪伴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

及，5G时代的来临，随处可见拿着手

机的大人和孩子。“假父母”在陪伴孩

子的间隙，也要刷刷抖音或者快手；

更有甚者，为了让孩子安静，让自己

清静，直接把手机、平板丢给孩子

玩。久而久之，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父母家人的相处和沟通都悄悄地

被别的东西取代，很多人抱着手机乐

呵呵，和家人沟通交流却冷冰冰，感

觉手机才是“亲人”。“假父母”把电子

产品当保姆，把孩子托管，孩子只能

和电子产品一起玩耍，于是孩子们把

电子产品当最亲密的伙伴，沉溺于手

机、ipad、电视等不可自拔，患上“电子

产品孤独症”。

高压式陪伴 有的父母在陪孩子

做作业时，坐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

孩子一“出错”就指正，给了孩子很大

的压力。试问：谁不紧张呢？就好像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一直站在旁边

看你答题，你还能自如的思考吗？这

种高压之下，显然会分散孩子的注意

力，还会把气氛搞得紧张兮兮，孩子

和家长都不舒服。

注意力不集中，孩子对于某些作

业和试题的回答就会产生偏差。也

许本来是会做的题，却会答错。这种

陪伴还会让孩子丧失主动思考的能

力，当遇到不会做的作业时，正常

状态应该是先自己解决，独立找到

解题思路。但父母的陪伴，会让孩子

过于依赖，只要不会，就想

要求助。

年纪还小、不懂事成为了

一部分“假父母”为孩子犯错找

的借口。“他还是个小孩子呢！”

这句话看起来充满了父母的

爱，实际上成为了孩子成长路

上的最大阻碍。

家庭需要充满爱，但是家庭

教育不能只讲感情，不讲道理。

因为爱不能代替规则，成为衡量

对错的标准。学校是每个孩子

走进社会前必经的“缓冲地带”，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掌握知识技

能，也逐渐学会如何与人协作，

如何与人相处。当孩子走进学

校，和老师同学在一起，他就需

要接受集体的规则。

然而，当孩子们在学校

“受了委屈”，有不少父母“怜

子心切”，不分青红皂白就觉

得是自己的孩子没有错，都是

别人的错。“他们都欺负我孩

子！”在抱怨中，对孩子成长

非常重要的老师同学成了家长

的假想敌。

孩子成长的路途，就是不

断学会为自己负责的过程。每

个孩子在成长中都不可避免地

犯大大小小的错误，而真正的

好父母是一步步引导孩子明白

责任的重要性，而不是盲目地

冲上去替他抗下责任，为他的

错误找一个“年纪还小”的借

口。

要知道，“小孩子”只有通

过为自己负责，才能长成一个

有责任、有担当的大人。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不少

父母忙于工作，让孩子长期与

祖辈一起生活，这其中不仅有

需要外出打工的父母，还有许

多本身就在家乡工作的人。

“孩子自己成长就行了，他

以后怎么样家长也帮不上忙。”

这成为了一部分“假父母”不负

责任的托辞，这样不仅不利于

家庭的建设，对孩子的影响更

是很大的。

生养与教育对于父母来

说，是同样重要的责任。孩

子的教育需要的不仅仅是父

母的物质条件支持，情感的

陪 伴 和 关 怀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特别是当孩子处于青少

年叛逆期时，最需要的就是

父母的引导。爷爷奶奶和孩

子的年龄差距太大，难以真

正 关 怀 到 孩 子 的 心 理 健 康 ，

对孩子起到教导作用，而来

自“隔辈”的宠爱，往往更

让 孩 子 在 行 为 上 无 法 无 天 ，

心理上乖戾孤僻。

因此，祖辈的“爱”，不能取

代父母的“教”；物质上的弥补，

不能填补情感上的空位。父母

是孩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老师。父母心理上的“冷漠管

教”容易造成孩子价值观缺失

的“六神无主”。

试 问 ， 如 果 父 母 “ 躺

平”，谁来教孩子走路？别让

父母一时的懒惰，造成孩子成

长的遗憾。

“假陪伴”

缺乏与孩子心的沟通 ﹃
假
关
爱
﹄

教
育
论
感
情
不
论
道
理

﹃
假
教
养
﹄

管
生
不
管
教
父
母
﹃
躺
平
﹄

﹃
假
沟
通
﹄

不
尊
重
孩
子
个
性
发
展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2021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就
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应当关注未成年

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尊重未成年人

参与相关家庭事务的权利，合理运用以上方式

方法。

希望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理性确定孩

子成长目标，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用

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

思想、品行和习惯，别做“假父母”，让孩子们健

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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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

2 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作用

3 相机而教，

4 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

5 严慈相济，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

6 尊重差异，根据年龄和个性特点进行科学引导

7 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和鼓励

8 互相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

9 其他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

新法倡导这9种教育方法——

寓教于日常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