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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是我的，二葆子的也是我

的！”我家客厅传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声。原来，6岁的孙子正与他未满两岁

的妹妹争夺玩具。为防止孩子们相互

争夺，当初买玩具时本就买了相同的两

个，可孩子们为何还要争呢？细想，也

许是贪婪之心在作祟。马克·吐温认

为：“良好的教养在于使人尽量克制本

性中自私的小我，多为他人想一点。”做

家长的，对孩子的贪婪之心不可放纵。

认识贪婪有害。“贪婪会使人无所

不为”。萨迪说：“贪心会使雪亮的眼

睛失明，贪心会使鱼、鸟在网中丧命。”

“贪吃蜂蜜的苍蝇准会溺死在蜜浆

里。”贪婪既是人的劣根性，也是灵魂

的蛀虫，而知足才是调剂身心的良

方。知足称君子，贪婪是小人。做家

长的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并牢记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古训，让孩

子明白，贪心易招祸、知足得安宁；要

求、教育并引导孩子克服贪婪，懂得知

足，善待他人。

明白互让是礼。“吉莫吉于知足，

苦莫苦于多愿。”“知足则乐，务贪必

忧。”对孩子的贪婪之心，家长务必及

时纠正，千万不可迁就，落得“小洞不

补，大洞吃苦。”的难堪境地。一个人

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

为他计较的少。“凡真心帮助他人的

人，没有不帮助自己的。”父母要引导

孩子从小学习领悟“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良言，养成团结

友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忍让、

互相帮助的良好品行，无论在家里，还

是进入社会，力求做到“不傲才以骄

人，不以宠而作威”。

知晓分享是爱。“幸福因与人分享

而更加完美。”分享是一种美德，是彼

此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家长应该让

孩子从小就学习并领悟“乐人之乐，人

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

“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生活是美好快

乐的。”等道理，懂得人既需要别人的

帮助，也需要帮助别人；爱人就是爱

己，帮人赢来互助。此外，家长还应该

以身作则，“身先足以率人”，为孩子做

出互相忍让、与人分享的示范，以引导

孩子养成不怕吃亏、关爱他人、乐于助

人的良好品行。

懂得付出是德。没有德，哪有

得。虽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知

足是福，多欲是苦。”“败莫败于多私”等

训言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生命

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

受，也不是在于争取。”“世上没有一件

事比有意义的付出更快乐。”家长应该

要求并引导孩子从小懂得“幸福来自付

出”的道理，修炼自己的从容心、淡定

心、仁爱心，做一个淡化私心杂念，乐于

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的有用之人。“上有

所好，下有所效。”家长也要时常做出为

他人付出、为他人服务的示范，影响、启

发孩子学会付出，要求并引领孩子从小

学会用自己的付出，特别是劳动付出，

换取生活的舒适和幸福。

离开学只剩几天时，沉寂了

几个月的家长群突然有人抛出

“重磅炸弹”——“暑假最后一

周，记得翻翻孩子的暑假作业！”

“赶作业”的场面又开始在很多

家庭上演。

一些孩子整个暑假疯玩，作

业和学习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

态，临到快开学了，才开始挑灯

夜战，不眠不休，就指着用几天

的时间创造一个“奇迹”。不得

不承认，往年，我们家也同样是

这个情况，所以每每看到有家长

在网上发文说“又到了一支笔，

几个夜晚，废寝忘食创造奇迹的

时刻了”，我总是特别地感同身

受，心情复杂又无计可施。

好在今年，我们有了改变。

刚放暑假时，我便和儿子一起回

顾了去年他“赶作业”的场面。

看得出说到昔日场景，儿子依然

心有余悸，于是，我不失时机地

建议儿子，只要事事有计划，

万事做在先，这种尴尬和无措

就可以避免。我让儿子把几门

功课的作业做一个全面统计，

然后平均分配到暑假里的每一

天，为了有约束力，我甚至陪

着儿子制定了一张暑假作业

表，每天语文应该做什么，数

学应该做什么，英语应该做什

么，甚至每天必要的阅读和运

动，我们都特意做了标注，约

好每天积极履行并打卡。

应该是又大了一岁的缘故，

儿子对我的建议和要求没有往

年那般排斥和抗拒，我制作了表

格贴在学习墙上，他也欣然接

受。每天早上醒来，洗漱、吃早

饭，然后便是看一会儿书，接着

开始做作业，穿插进必要的休

息。也因为暑假作业经过拆分，

每天要完成的部分很少，儿子完

全没有感觉到压力，相反，每天

他做完规定的作业，在表格上打

卡画钩时都会表露出一种很高

兴和自信的情绪，有计划的生活

也让他的假期不再无所事事。

便应着这个计划和决心吧，

今年，儿子早早便圆满完成了全

部的暑假作业，在余下的几天假

期里，他依然毫不懈怠，看书、运

动、预习、背诵，每一天都忙得不

亦乐乎。

我们家不再有火急火燎、抓

耳挠腮、挑灯夜战赶作业的场

面，真好！不只孩子，我也感觉

全身轻松。而在陪伴孩子做开

学准备的间隙里，我更是得出经

验，都说“七天养成一个好习

惯”，给孩子好的引导，同时帮助

孩子改掉坏习惯，养成受益一生

的好习惯，其实是每个父母的必

修课。有付出便会有收获，让孩

子尝到“甜头”，相信他也会越来

越好。

儿子上了二年级后，不知道什么

时候迷上了游戏，做完作业就迫不及

待去玩游戏。我考虑到孩子沉迷游戏

会影响学习，视力也下降得很快，于是

帮他报了个乒乓球训练班，利用双休

日去学习打乒乓球。这样既能转移他

的兴趣，又可以锻炼身体。

对于新鲜事物，儿子向来不会拒

绝，虽然刚开始只是训练挥拍动作和

步伐跑动，但他却不嫌枯燥，训练完

后回到家里还时不时地演练这些动

作。个把月后，教练开始进行喂球训

练了，儿子更是有了兴趣，每逢下

课，他就拉着同伴去水泥球桌进行实

战，虽然只是推来抛去，但还是乐此

不疲。

然而过了一阵，老师和我交流说

儿子作业马虎，错误频频，上课不太专

心，下课就去抢乒乓球桌。我知道儿

子又开始沉迷打乒乓球了，如何让他

自己学会控制呢。

周五下午放学，我去接儿子回家，

路上，我告诉他如果好好完成作业，就

陪他打一小时球，但前提是作业没有

错误，如果错一道数学题目，就加做两

道题，直至全部正确为止，但是订正的

时间和打球的时间合起来计算。儿子

听到我要跟他打球非常开心，一回家

就开始做作业。数学作业很快就做完

了，但一检查，错了两道计算题，于是

我们按照约定加做四题，没想到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儿子着急完成作业，又

做错了一题，按规定再做两题，待全部

完成，20分钟过去了，到了楼下乒乓室

我们就只打了半小时球便回家了，儿

子意犹未尽。

我说：“儿子，你看今天我本来想

多陪你打一会儿的，但是你没有认真

做作业，老是出现错误，把打球的时间

给耽误了。”儿子噘着嘴说：“那你就多

陪我一会儿嘛。”“那不行，我们都要遵

守诺言。下次如果你一题都没错，我

肯定会陪你打一小时球。”“那明天你

还陪我打一次。”儿子说。“行啊，你明

天只有英语和语文的朗读作业还没有

完成，只要你读流利了，我们就去打

球，但朗读和打球时间都算在总时间

一个半小时内。”我说。“好啊。”儿子高

兴地回答。

吃完晚饭，他急匆匆地拿出书本

读了起来，感觉能熟练朗读了才放下

课本，去看课外书了。

第二天，按照约定，他稍做准备后

便来读给我听，因为有昨天晚上的“加

餐”，他很流利地读完了。于是，他拉

着我兴冲冲地来到球馆。一个小时

后，他打得满头大汗，直到喊累才罢

手。

回去的路上，我问儿子：“今天

玩得开心吗？”“开心啊。”儿子笑着

说。“因为你今天作业完成得非常

好，才打得这么尽兴。”我说。他点

了点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只有先

专心把作业做好了，才能更尽兴地玩

耍。你平时在学校，下课生龙活虎，上

课却不能聚精会神，作业经常出错，你

便要花时间去订正，玩的时间反而少

了，这样算来你觉得划算吗？”我问。

“是啊，有时候我想去打球，可老师让

我先订正错题，我心里急着想去玩，心

思不集中，老是出错。”儿子抓着头不

好意思地说。“所以，你要自己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要有一定的自控力，学

习、做作业时就全心投入，休息、玩耍

时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看今天玩得多

尽兴啊！”我趁热打铁地说道。儿子听

了频频点头。

孩子是一步一步慢慢成长的，作

为家长，要经常关心孩子，不断接受挑

战，并且根据孩子的发展适当进行引

导。张弛有度的学习，不仅能让孩子

增强时间观念，也减轻了他对学习的

排斥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了解孩子的心理
特点，与孩子共情

作为一名高中班主任，羊巧

玲常常会听到很多家长抱怨：

“老师，孩子不听我的。”“他什么

都不和我们说。”

“高中生正处于脱离父母的

‘心理断乳期’，随着身体的迅

速发育，其自我意识明显增

强，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不断提高。”羊巧玲认为，高

中生在心理和行为上都表现出

了强烈的自主性，迫切希望摆

脱父母的束缚，对父母的唠叨

往往表现出不耐烦，不愿与父

母沟通，甚至做出一些叛逆的

事情。

通过和很多学生交流，羊巧

玲了解到，孩子不愿和家长交

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得不到家长的理解，“很多家

长总是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去教

导孩子，去给孩子讲大道理，没

有真正地倾听孩子内心的声

音。久而久之，亲子关系越来越

疏远。”

羊巧玲表示，在亲子关系

里，孩子缺的不是“大道理”，他

们需要的是家长的“共情”。所

以，教育孩子最好的沟通方式，

是共情，而不是讲道理。青春期

的孩子不仅需要成长的独立空

间，他们还需要被听见、看见、回

应、尊重、理解、认可。

那么，如何与孩子共情呢？

首先，要尊重、接纳孩子

的情绪。凡事从孩子的角度和

立场出发，不管孩子出现什么

样的情绪，都尽量接纳。当孩

子出现抱怨情绪时，如果家长

站在孩子的立场，试着与孩子

平等对话，不用成年人的思维

去评判，而是展现出理解孩子

的态度，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关

心，觉得自己的情绪是被理

解、接受的，这样孩子也就愿

意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

其次，要共情倾听。“当孩

子愿意和我们交流时，我们就

沉下心来投入到孩子的体验

中，和孩子产生共鸣，让孩子

有‘被听见’的价值感和成就

感，在孩子的信息分享中了解

其真实需求。”羊巧玲举例，假

设孩子抱怨某次考试比较困

难，有些题是从来没做过的。

或许，孩子想表达的意思是自

己没有考好，担心家长批评、

指责。很多时候，孩子不会直

接说出自己的感受，这就需要

家长认真倾听，从倾听中感知

孩子的真实需求。

接下来，需要共情询问。“询

问不是评判，不是讲道理，而是

和孩子一起平等交流，站在‘朋

友’的角度引导孩子表达真实的

想法，并且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家长善于提问很重要，不

能带有批判、质疑的语气，可以

和孩子一起探究，循循善诱。如

此，孩子可能更愿意打开自己的

心扉。”羊巧玲说。

最后，做到共情回应。“除了

和孩子平等交流，在情感上给予

孩子支持，更重要的是，家长要

知道，当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时

候，其实他是需要帮助。”羊巧玲

谈到，家长与孩子平等对话时，

一定要有适时的回应，若能提出

一些切实可行的合理建议，来帮

助孩子真正解决遇到的问题，得

到孩子的认可，沟通才真正有

效。以后孩子遇到困难时，才愿

意和家长诉说，家也真正成为孩

子的“避风港”。

听出音、问出情、应出法，沟

通才能真正成为与孩子情感交

流的纽带，家长方能抵达孩子的

内心深处，与孩子成为“患难与

共”的朋友。

培养核心素养，多
关注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羊巧玲在班级管理中发现，

面对升学压力，很多家长过分注

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核

心素养的培养。

“其实，孩子成绩的差异就

是解决问题能力的差异。”羊巧

玲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生命体，他们性格不同，兴趣

不同，能力不同，发展方向也不

尽相同。作为一名高中生家长，

对于孩子的学习，要多关注其成

长与发展，少关注成绩。

具体而言，家长要关注孩子

是否有明确的目标和足够的动

机。动机是激发孩子努力向前

的力量，有足够的学习动机和目

标，这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而

当前有一些高中生学习目标不

明确，不清楚自己学习的真正目

的是什么，对未来更是没有任何

规划。所以，家长可以和孩子一

起制定奋斗目标，根据孩子的兴

趣、特长、能力需求确定学习目

标，从小的目标开始，不断实现

并获得成就感，产生源源不断的

动力。

有了目标之后，家长应关注

孩子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成绩没考好，其实是没

有掌握好的学习方法，或者说没

有寻觅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学习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理

解、消化、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羊巧玲建议，家长可以与孩

子一起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寻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许这需

要用很多时间去探索，但是朝着

对的方向试探与前进总会有所

收获。”

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的基础上，家长还需要关注孩

子学习习惯的培养。好习惯是

决定成败的关键，好的学习习惯

是长时间的坚持培养出来的。

“从高一开始，家长就应该引导

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

思维的培养，引导孩子多读书、

爱思考，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

羊巧玲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羊

巧玲看来，作为高中生家长，还

要时刻关注孩子在基础知识的

学习上是否扎实。如果在基础

知识掌握上有明显的缺陷，她建

议家长尽快帮助孩子查漏补缺，

否则可能会影响高考的发挥，

“家长还可以定期与孩子聊一聊

学习，看看孩子是否偏科，是否

一直对学习抱有期待与好奇

心。”

羊巧玲说，高中阶段是孩子

成长的关键时期，是孩子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

节点。希望家长们通过正确的

方法和路径，言传身教，带着孩

子从感性走向理性，度过精彩的

高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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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的
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心
理有何特点？作为一名高中
生家长，如何更好地与孩子沟
通？对于高中孩子的学习，家
长应主要关注哪些方面？针
对高中生家长普遍存在的这
些困惑，记者近日采访了四川
省雅安中学德育处副主任、高
2021级7班班主任羊巧玲，听
她讲述在学校德育和班级管
理中的经验和做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