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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歌唱节目《上春

山》 引发了广泛讨

论。看热闹的心态人

皆有之，但对歌曲

《上春山》 的讨论，

不应仅仅停留在娱乐

八卦层面，而忽视了

其中的文化内涵、审

美意趣。

诗词歌赋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汉字文化的

精髓与瑰宝。细读

《上春山》 的歌词不

难发现，其中包含了

许多经典古诗词，如

高鼎 《村居》 中的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白居易《忆江南》中

的“日出江花红胜

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文字之美，在

于对意境的刻画与表

达，春山如笑，风景

如画，在巧妙化用的

基础上，歌词道出了

春的桃红柳绿、鸟语

花香，传达了春和景

明的美好祝愿和中国

式的浪漫。同时，朗

朗上口的旋律，让人

“一听就会”，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

了诗词文化，是文化

传承的优秀代表。

“黄钟毁弃，瓦

釜雷鸣”，碎片化、

快餐式信息充斥在

“流量至上”的媒介

生态中，成人尚难抵

抗“低级趣味”的诱

惑，心智尚未成熟的

孩子更容易迷失在无

意义的快乐里。与其

让孩子嚼娱乐八卦的

“精神口香糖”，不如

从家长做起，树立好

的榜样，面对网络上

的狂欢多一分审视和

理性，做到及时引

导，将信息选择的主

动权把握在自己手

中，提高审美意趣的

同时，也提高媒介素

养。

现象 计划赶不上变化
合理规划是关键

提起寒假作业，四年级学生万晨

的爸爸就气不打一处来。寒假开始

时，女儿拍着胸脯保证，去北京旅游

期间把作业带上，一有空闲时间就

做，学习玩耍两不误。结果，理想很

美好，现实却很“骨感”。到了北京，

每天都有安排，女儿回到酒店连作业

本都没掏出来过。

“寒假期间，走亲访友、外出游玩

较多，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导致他

们无法专注于完成作业。”袁成表示，

合理安排时间很关键。家长可以与

孩子协商，将这些活动安排在完成一

部分作业之后，或者将作业分散在这

些活动之间完成。

放假哪儿都没去的孩子，就能按

时完成作业吗？一放假就督促孩子

列“假期学习生活计划表”的家长不

在少数，然而，“放假头几天执行得还

挺好，但是新鲜劲一过，孩子就逐渐

松散、不能坚持了。”不少家长无奈感

叹，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是两码事，

一份完美的计划表，孩子也可能没有

兴趣或能力执行。“孩子缺乏足够的

自律能力，在假期中，没有老师和学

校的约束，他们会更倾向于放松和娱

乐，不能很好地专注于学习。”袁成指

出，一方面，许多家长无法一直陪伴

和监督孩子的学习；另一方面，一些

家长认为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对

孩子的作业持“不问、不理、不管”的

态度。

此外，一些孩子认为假期时间充

裕，不急于开始写作业，直到假期临

近结束，才发现时间不够用了，只能

匆忙赶作业。“对于部分缺少学习动

力的学生来说，学习可能不是他们最

感兴趣的事情，在没有足够的动力和

兴趣的情况下，他们会更倾向于避免

学习，直到最后不得不赶作业。”袁成

说。

做法“摆烂”or“代劳”？
负责任的态度才能解决问题
“当家长发现孩子的假期作业还

未完成时，家庭矛盾、亲子矛盾也就

一触即发。此时，家庭成员之间不能

互相‘甩锅’，更不能大吼和动手，将

事态进一步激化。”袁成以爸爸的身

份建议家长，先平复情绪，冷静分

析，再解决问题。“过激的批评或者

指责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情绪，

甚至伤害自己。”他特别提醒家长，

切忌将作业的完成度与孩子的品行

画等号。孩子的品行涉及道德观

念、行为举止、对他人的尊重以及

责任感等多个方面，而作业的完成

度只能反映孩子在学业上的投入和

努力程度。这两者之间并不等同，

也不能互相替代。

面对寒假作业这一“烂尾工程”，

家长们采取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

的家长选择摆烂，让孩子开学后自己

给老师交代，以此让孩子得到教训；

有的家长则选择下场代劳，一边数落

孩子，一边全家总动员帮孩子赶作

业。

在袁成看来，这两种方法都不可

取。家长选择摆烂，不管不顾，是不

负责的表现，会让孩子感到无助和困

惑，对父母产生不信任或抱怨；家长

帮忙赶作业，看似快速解决了问题，

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既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积极

性，又使得孩子过分依赖他人。

家长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

处理问题，比如，和孩子一起分析作

业没有完成的原因，统计作业剩余总

量，重新分配每天的任务，将作业分

解为每天或每小时的小目标。“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帮助孩子建立

正确学习态度和良好习惯的契机。”

袁成表示，对于自律性不强的孩子，

家长一定要给予督促和支持，正面、

积极的鼓励有助于他们更高效地完

成作业。

如果剩下的作业量较多，孩子确

实无法赶在开学前完成，家长也可以

提前与老师沟通，让孩子主动向老师

说明情况，表达歉意。日前，成都市

教育局已将开学后两周内设为“作业

缓交期”，帮助学生过渡。袁成说：

“家长需要展现出对孩子作业的重视

和责任感，寻求老师的帮助，同时，引

导孩子学会正确处理类似事情的方

法，学会主动承担责任。”

思考 实践、打卡难倒家长
假期作业不能偏离初衷和目的

除了孩子的假期作业，家长们也

背 负 了“ 这 把 年 纪 本 不 该 有 的 任

务”。近年来，假期作业形式的变化

也给家长和孩子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种西瓜的路上煎熬一周了，西瓜

还没发芽，这寒假作业我比孩子都紧

张。”“老师要求孩子用英文制作关于

年夜饭的 Vlog，搞得年夜饭都没吃

好。”“一年级要求调查家乡特产，并

为特产编写广告，太难了。”……面对

繁琐的实践类作业，家长们普遍表达

了自己的“厌学”情绪。

“实践类作业往往更加注重实践

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形式多样且相对

繁琐，这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确实

存在一定难度。”袁成认为，作业的对

象是学生，教师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实际能力，学生通过努力独立完成，

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如果作业变

得过于繁琐和复杂，家长被迫绞尽脑

汁“卷”，虽然作业“漂亮”，却偏离了

老师当初布置作业的初衷，孩子也未

能从中得到成长。

袁成建议，学校要了解家长和学

生的心声，以“不增加学生和家长负

担”为原则，整体把握假期作业的数

量和形式，用心设计实践作业，做到

少而精。同时，实践作业还要考虑不

同家庭的经济情况，不给学生安全带

来隐患，不侵犯家庭隐私，少布置拍

照、拍视频、打卡、高难度手工等形式

的作业。

孩子赶出来的作业“保量不保

质”，一些老师又无法保证每道题都

认真批改，这让部分家长开始质疑寒

假作业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袁成表

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

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假期

作业有必要布置，但布置什么内容、

什么形式、任务量多少等方面值得学

校、教师研讨。

如何避免“临时抱佛脚”？袁成

建议：

班主任、科任老师层面，应在日

常教学中，培养孩子专注做事、不拖

拉的习惯；放假前的家校沟通会上，

针对如何有计划地完成作业做专题

指导，给家长具体可行的方法指导。

家长层面，平时多注意孩子的习

惯培养，增强孩子的责任意识，让孩

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事。在放假初

期，引导和协助孩子制订切实可行的

寒假计划。过程中，发现孩子的闪光

点，如主动、细致、书写工整、坐姿端

正等，及时表扬，正向引导。

学生层面，假期里要有意识地延

续平日里养成的好习惯。劳逸结合，

玩的时候开心地玩，学习的时候也能

进入状态、保持专注。

许多家长一提起孩子写作业就感

到头疼，孩子抗拒写作业，有的是发育

问题、有的是学习环境的影响，还有的

是个性使然。家长需认识孩子面临的

挑战，帮助孩子适应与克服。

四类孩子不喜欢写作业
哪些孩子不爱写作业？没有养成

良好读写习惯的；不能静心、专注做一

件事的；家长没有给予恰当引导的；在

学习上没有得到足够成就感的。

每个孩子都渴望被看见、被肯定，

尤其是基础差、自控能力弱的孩子，更

需要家长、老师给予足够的肯定，让他

在学习和作业这件事上收到正向反

馈，愿意开动脑筋、高质量完成作业。

孩子不写作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例如，有些孩子不喜欢听从老师和

家长的指导，不愿被规范和要求约束；

有的孩子发展慢，学习能力暂时没有

跟上，无法消化课堂知识，完成作业有

困难。需要注意的是，低年级孩子可

能存在生理原因，如手部肌肉没有完

全发育完善，握笔写字有困难；高年级

孩子可能存在学习特点差异，有的孩

子喜欢通过讨论、发言来学习，有的孩

子善于通过倾听来吸收知识，书写的

形式可能就不太适合他们。

同时，现在的孩子能接触到各类

新奇的玩具、刺激的电脑游戏，在各种

声光刺激下，无法静心面对书本与作

业，也是普遍现象。

催逼会抹杀自主学习能力
一些家长以监视、催逼的方式让

孩子写作业，这样的管教方法短期或

许有效，但长此以往，会导致孩子无法

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监视、催逼

等方法之所以一直被使用，是因为短

期内能看到成效。但是，父母用力过

度之后，会破坏亲子关系，让孩子不愿

和父母交流，孩子心里有什么想法，发

生了什么事，家长都无从了解。一味

地逼迫孩子完成作业，还会让孩子觉

得，父母认为作业比自己还重要，更加

产生抵触情绪。

父母逼迫孩子写作业，还无形中

转移了作业的责任人。本来应该面对

作业、完成作业的是孩子，但由于父母

着急、用力敦促孩子去完成，这份责任

和急迫变成了由父母承担。久而久

之，会产生父母越催，孩子越慢，越不

愿完成的情况，因为孩子也觉得这是

父母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自己是在

接受父母的命令，完成父母想让自己

完成的事。

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什么时间

内完成、如何完成、有困难如何寻求帮

助等问题，都应交给孩子自己去解决，

家长要从旁协助，但不能主动代劳，妨

碍孩子的成长。

帮助孩子做好功课
那么，父母应该如何引导不爱写

作业的孩子呢？

1.充分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能

力。

父母应充分与孩子沟通，询问孩

子如何看待作业这件事、在课堂向老

师学习的情况、跟同学相处的情况，有

时孩子会因为和某位老师、某个同学

的沟通有问题，影响到完成作业的状

态。同时，充分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与能力，有时不是孩子不想写作业，而

是他真的觉得有困难，这时就非常需

要父母的耐心帮助。

2.尊重孩子的学习规律。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学习规律。

父母辅导孩子写作业时，总是很容易

生气、发火，那是因为我们高估了孩

子现阶段的学习能力，其实孩子反复

出现错误、理解不了大人的话是很正

常的。思维发散、记忆时间短、专注

力不够持久，是年幼孩子的特点。家

长要明白孩子每个阶段记忆和学习的

规律，才能耐下心来，真正帮助他

们。

3.看到孩子的努力并给予鼓励。

一些父母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觉

得孩子全对，或者做得特别好，才应该

夸奖他们，如果孩子错了很多、表现一

般，就不该肯定他们。其实不然，家长

要充分看到孩子的努力，哪怕这次完

成得一般，也要从中发现孩子做得好

的部分，给予孩子充分的成功体验。

收到正向反馈，孩子才能获得继续挑

战的力量。

我平时喜欢写作，经常称呼我的

文友们是“写作搭子”。女儿受到我的

影响，放寒假的第一天就宣称自己找

好了“寒假搭子”，并且已经提前安排

好了计划。

“谁是你的‘寒假搭子’啊？你们

有什么活动安排？”我不由好奇地问。

女儿微微一笑：“我要和乐乐成为寒假

里的‘作业搭子’，我们约好了每天上

午写作业，午饭前互相对一下计划完

成的情况，遇到不会的问题也可以交

流，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作业写好。

乐乐的字写得好看，我还要向她学习，

每天增加半个小时的练字时间。她说

我的作文写得好，假期里也要定期练

笔追上我呢！”

乐乐和女儿是同班同学，我们两

家也是邻居，早在她们结成“作业搭

子”之前，我和她的爸妈就是“接送搭

子”，她家负责每天送孩子到学校，我

则负责接回来，这样双方都节省了不

少时间和精力，两个本来就天天在一

起的小伙伴结成“作业搭子”，互相取

长补短，倒真是很不错的组合呢！

“我要和晴晴成为寒假里的‘读书

搭子’。我们约好假期每天下午至少拿

出一个小时看书，晚饭后打视频电话跟

对方分享当天读了什么书。晴晴家跟

我们家一样，也买了很多适合小孩子的

书，我俩要比比这个寒假谁读的书多，

还可以把自己家里的好书借给对方，一

起过一个美滋滋的书香寒假。”

我家住城北，晴晴家住城南，说起

这两个孩子的相识，还有一个小故

事。那还是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我和

女儿下楼散步，在公园门口遇到 一个

摆摊卖书的小女孩，女儿凑过去一看，

不由一声惊呼：“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书

呀！”我跟过去一看，果然有很多适合

小孩子读的经典童话、名著，还有漫画

类杂志。卖书的小女孩主动跟我们打

招呼：“这些全是我看过的书，你们看

看，喜欢哪本都可以买。”女孩的妈妈

陪在一边，用鼓励的眼神望着自己的

女儿。

我们一口气挑了20多本书，女儿

还是不甘心，追着问小女孩：“你以后

还来卖书吗？我还想买你的书，能不

能让我们的妈妈加个好友，你再来的

时候告诉我们一声？”女孩的妈妈欣然

同意，我们也由此知道女孩的小名叫

晴晴。虽然是两位妈妈加的好友，但

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两个孩子经常

聊天，说起共同看过的某本书，那更是

聊得忘乎所以，必须一个小时才能结

束对话。她们能在寒假里结成“读书

搭子”我最放心不过了。

“我要和东研结成‘足球搭子’，每

周至少要去 3 次足球场！”最后，女儿

隆重宣布了自己的运动计划。女儿在

学校就是女足社团的一员，每周都会

参加学校的足球活动，东研小朋友则

是我妹妹家的二宝，两个同龄的孩子

凑巧成了同班同学，每到周末就相约

一起玩耍。东研喜欢踢足球，以前过

周末也经常由他爸带着到公园来踢

球。女儿放假在家，自然也不能每天

坐着读和写，出去踢踢足球，活动一下

筋骨，这样的计划实现了动静结合，连

我都不由要对她连连点赞了。

女儿的计划很不错，我当然要双

手赞成，于是分别联系 3 位小朋友的

妈妈组建小群，给孩子们的定时沟通

搭建好平台，孩子们忙着当“搭子”过

寒假，妈妈们自然也不闲着，我们一起

讨论去哪里买年货、怎样把家里布置

得更喜庆、除夕晚上的团圆饭菜单，不

知不觉中，我们也成了“过年搭子”！

寒假寒假““余额不余额不足足””
““赶作业赶作业””模式何时休模式何时休？？

临近开学，“作业赶工”等相关话题再次引发关注。孩子加班加点赶作业的样子让人同情，每

年临近开学都出现类似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印发开学通知，明确开学后两

周内为“作业缓交期”，教师不得以学生未完成作业为由不让学生到校。此举必将大大缓解那些还

在“赶工”家庭的焦虑烦躁情绪。造成学生赶作业的原因有哪些？如何避免“每逢开学必赶作业”

的现象？本期，我们邀请到四川省重大家庭教育课题主研成员、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中德育处

副主任袁成，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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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有三个“寒假搭子” ■ 张军霞

家长引导孩子写作业“三贴士”
■ 王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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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引导孩子写作业“三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