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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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在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中，许

多家长坚信对孩子必须严加管

教，更有超过半数的家长过度关

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将其视为衡

量孩子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

教师培训专场，中国关工委儿童

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团成员李萍表

示，家长虽然关心孩子的学业，

但关心的方式和方法存在误区。

这种误区往往源于家长自身的教

育经历和对教育的片面理解，导

致他们无法给予孩子科学、全面

的教育指导。

进一步观察，家长对于孩子的

教育期望也呈现出一种不切实际

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大量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高学

历。这种过高的期望往往与现实

脱节，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

焦虑。

家长在教育过程中还面临着缺

乏教育知识和方法、缺少时间和精

力、获取信息不畅、缺乏教育资源等

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家长在面对孩

子的教育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无

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应主动学习、掌握专业知

识，积累教育经验，给予家长及时有

效的指导。”李萍举例，当家长尝试

各种方法，依然没有解决孩子的问

题时，往往会向班主任寻求帮助。

如果班主任给出的建议缺乏专业性

和科学性，可能导致家长对教师的

专业素养产生质疑。

“只有切实提升教师指导家庭

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校家社合力育

人才能得以有效实现。”李萍认为，

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尤为

重要。

如何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

导能力？第一，教师要明确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目标与任务，即

促进家长履职尽责，提升家长的

家庭教育能力，实现学校、家

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目标。第

二，教师要了解家长的实际需

求，给予家长针对性的指导，转

变家长的教育理念，帮助他们树

立科学的育儿观。

当教师具备了专业的家庭教

育指导能力，就能够更好地指导家

长解决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满足家

长的指导需求，从而构建和谐的家

校关系。提升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也有利于教师自身家庭的幸福。

因为教师具备了学科的专业素养

和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后，就能够更

有底气地去帮助家长做好家庭教

育，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教育自己

的孩子。

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宝，报了班上的象棋兴趣小

组，放学回到家，丢下书包便央求我陪他“杀”两盘。

老婆说，象棋是益智游戏，既可锻炼大脑的灵

活性，又能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是一项不错的兴

趣爱好。在老婆的鼓励下，我和二宝乐此不疲。

“马走斜日，象飞田，炮隔山打，车走直线，将

帅不出城，小卒（兵）一去不回返。”每天做完作业，

二宝就念念有词地背起了下棋口诀。

二宝虽然把象棋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走起

棋子来，总是搞不清啥叫“别马腿”。我告诉二宝，

所谓“别马腿”，就是马在日字的一个角上，如果在

它要去的方向正前方有别的棋子挡住，马就无法

走过去。我在棋盘上边演示边解说，反复多次后，

二宝终于在走马时，不再“别马腿”。

俗话说：“象棋似布阵，点子如点兵，河界三分

阔，智谋万丈深。”初学下棋，二宝沉不住气，总是

急躁冒进。我对二宝说，下象棋，就像打仗，既要

会战术，又要懂谋略。

“棋输一步错，棋胜一步巧。”刚开始，我不费

什么劲儿就把二宝“将死”。每次输得稀里糊涂，

二宝又不好意思哭，于是就开始耍赖——悔棋！

经常是一悔两三步，我又不愿意，两人常常为此争

得面红耳赤。二宝屡败屡战后，棋艺突飞猛进，我

渐渐地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倒不是在乎输赢，

而是一局棋耗时太长。我只好改变战略，主动把

子送给二宝“吃”，以求“速死”。可后来，二宝慢慢

识破我的“猫腻”，拖着他的大炮和战车在我的阵

营前打转，就是不进攻。

为了公平对战，二宝请他妈妈来当“业余裁

判”，在“业余裁判”的监督下，我和二宝开始了新

一轮对弈。

第一局，二宝先手，我后手。我以反攻马对中

炮开局，因为这个变化，是我近期经常走的，非常

熟悉，每步棋都是意料中，结果我胜。

第二局，我先手，二宝后手。我以中炮对屏风

马，双方走子如飞，我很快大兵压境。由于我和二

宝经常下棋，平时我赢多输少，我窃以为这次又要

赢了，结果被二宝守住了，兑子后，我车马炮对他

车双炮，我仍然错误地认为我占着优势。结果，一

不小心被二宝的重炮“杀”了。

下完两盘棋，我总结道，下棋比赛，走自己熟

悉的路子，才是上策。还有一条教训就是，骄兵必

败。二宝若有所悟，戏谑地说，这就叫作“一招不

慎，满盘皆输”。

“炮——将军；马——将军！哈哈，双将，我又

赢啦！”晚上，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二宝在自言自语

地说着梦话。嘿嘿，我家的小棋迷，就连做梦都还

在“将军”呢。

女儿今年读五年级，她现在看

过的书，估计比部分中学生都要多

了。绘本、童话等各类故事自不必

说，看过了很多套书，长篇小说看

过的也有很多本了。她是否看懂

了，我不去问，她只要看就行。我

猜她大部分都看懂了，因为她看书

的时候会一个人傻笑。

那么，我是怎么让孩子爱上读

书的呢？其实，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看

着小宝宝在怀抱里一天天长大，一

颦一笑都是那么娇萌可爱。窗外

的一缕阳光、一片树叶都能引起她

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她不到一岁

的时候，我就买来各种绘本，一字

一句地读给她听，带她认识这个美

丽的世界。

我给女儿读书的时候，起初读

得非常慢，而且绘声绘色，配以夸张

的表情。或许有人会觉得给孩子读

书、讲故事是一件很累的事，年幼的

孩子总是喜欢反复听同一个故事。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害怕读《不一样

的卡梅拉》，文字有点多，每天晚上

读一本，总是读得我口干舌燥。但

是后来读到《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时，我才知道，读卡梅拉是多么幸

福。因为狐狸爸爸已经是纯文字的

长篇了，而我依然在一字一句给她

读，并且读了不止一遍。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让她给

我读。起初她不会，我就一个字一

个字教她。当然是从简单的绘本

开始，我读一句，她学一句，我没有

想过她是否会记住，或者是否认识

这个字了。事实证明，孩子的记忆

力是惊人的。她或许并不认识那

些字，但她会记住那些故事。

孩子学会给我讲故事后，非常

得意，我也轻松了不少。我们俩就

轮流着读，起初是一句一换，后来

是一页一换。这样读非常有意思，

我们经常读错，抢对方的台词，于

是笑作一团，在床上打滚。那一

刻，你会觉得，能这样陪伴孩子长

大，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她看课外

书几乎没什么障碍了，很少有不认

识的字，偶尔有不理解的字词，会

问我。我不管在做什么，都会耐心

地给她解释，有时还会顺便问她读

书的心得体会。她从孩子的视角

给我讲解一本书时，那模样特别可

爱，也是我们的生命中一种温暖的

回忆。我想，这种回忆，等到很多

年以后，依然会清晰地印在我们彼

此的脑海中。

买书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

能只买那些纯美的童话故事，还要

读一些科学期刊、地理期刊、旅行

期刊等。正如鲁迅所说：“读书就

像蜜蜂采蜜一样，倘若叮在一处，

所得就有限。要如蜜蜂一样，采过

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

逐渐学会了晚饭后，一起坐在床

上，每人拿一本书，各看各的，

互不干扰。相视一笑间，无限的

温情流淌在母女心间，温柔了坚

硬的岁月。

现在，她再也不需要我读书给

她听了，可是我却非常怀念那几年

抱着她一起读书的时光。那个娇

娇嫩嫩的小萌宝，乖乖巧巧地坐在

我的怀里，脸上写满了信任和依

赖。请珍惜这样的时光，因为孩子

很快就会长大，这样的时光就不再

有了。

每个孩子，总要有一个爱上看

书的过程，不管这个过程什么时候

到来，做家长的都要努力为这个过

程的到来做好准备，并烘托气氛。

这是每个家长的责任，也是每个孩

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我和儿子都喜欢玩电脑游戏。但游戏内容却

不一样。儿子喜欢玩赛车等刺激型游戏，我喜欢

玩偷菜、扑克等消遣类游戏。为了避免冲突，我们

约法三章，他三六七玩，我二四五玩，谁也不许打

扰谁，一次最长不超过两个小时。

有一段时间，儿子迷上了一款叫公路赛车的

游戏。儿子贪心，一开始就玩高级别，不停地使用

加速器，常常发车后处于领先地位，但又莫名其妙

地摔倒或被对手撞翻。于是，儿子总也到不了终

点，更甭提取得名次了。

儿子显得很急躁，骂骂咧咧的。我被他影响，

电视看不下去了，站在儿子身后看着，越看越替儿

子着急、惋惜。然而有言在先，我不好发表言论。

第二天儿子上学后，我也试着玩了一下这款

游戏。几次下来，基本掌握了操作要领。几天后，

各种路况都能跑进前三。我想，以儿子的反应速

度，这根本算不上难呀。看来，儿子的性子实在是

太急了。

儿子再玩时，我就静静站在他身后看。儿子

依然不肯从低级别开始练，铆足了劲，一副咬牙切

齿的样子。我发现，这款游戏的特点就是弯道多、

路况复杂，且对抗性强。儿子不断地加速、加速，

试图以此来摆脱对手的纠缠，可他越着急，越是容

易摔。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摔得冤枉、可

惜。我说：“儿子，你慢点行吗？”儿子说：“慢什么

慢，慢能追上吗？”我耐心地说：“你就知道一味地

往前冲。明明有刹车键，可你从来都不使用。弯

道变化这么多、弧度这么大，你不减速，能巧妙地

避开对手的撞击吗？你辛辛苦苦抢的那点速度，

翻一次车，对手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就叫欲速

则不达，你知道吗？”

儿子不服，说：“那你来！”“来就来。”我从容上

阵，不慌不忙，在弯道和遇到对手时更是把手指常

备在刹车键上，以稳为上，结果两局下来，我以第

一名的成绩通过终点。

儿子在背后看呆了，若有所思地要回了他的

位子。

一周后，儿子告诉我，他已经不喜欢这个游戏

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太简单了，他已经掌握诀

窍了。

其实，工作和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一股

勇往直前的冲劲固然是好事，但一味拼命向前，不

顾方法、不看情况、不有效地控制自己，往往不见得

会取得好的效果。相反，关键的时候适当地刹一刹

车、减一减速，略做调整，会更有利于稳步前行。

家有小棋迷
■ 崔道斌

适当地“刹刹车”
■ 姜海霞

亲子共读的美妙时光 ■ 安宇影

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家长却陷入误区，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
略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和成长规律。在全国第三个家庭教育宣传周期间，崇州市教育局以“校家社协同，让孩子快乐
成长”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为崇州市各中小学家长、教师带来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

赋能成长赋能成长 共育花开共育花开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当孩子犯了错，作为家长的你，

会说气话吗？在针对小学家长的讲

座现场，200 多位家长体验了一把

当“孩子”的感受。

“我怎么就生出了你？”“我为了

你付出了多少？”“我是为了你好，为

什么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扮演

“父母”的家长左手叉腰，右手指着

眼前半蹲的“孩子”，做出一副吹胡

子瞪眼的表情；“孩子”则转过头，双

手捂住耳朵，摆出一副“不想听”的

姿势。游戏刚开始，家长们脸上还

挂着笑容，随着一句句“气话”脱口

而出，沉浸在各自角色里的“父母”

和“孩子”都哽咽了。大家发现，当

自己成为被指责的对象时，内心的

无助和难过是如此难以言表。

“你和孩子讲道理，他听进去了

吗？你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孩

子感受到你的爱了吗？”成都市金

牛区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负责人

冯力表示，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

时，忽略了孩子的感受。他们以为

为了孩子好，却未曾想过自己的言

语和行为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

伤害。

想象一下，如果孩子放学回家

告诉你：“爸爸妈妈，今天，我在学校

打架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愤

怒、失望，还是担忧？冯力提醒家

长，面对这样的情境，首先应当冷静

下来，去探寻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

“孩子，你今天为什么打架？”这

是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如果

孩子告诉你，是因为同学欺负了他

的好朋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是

在维护正义，是出于侠义之心。这

样的出发点，是否可以称之为“错”

呢？

冯力表示，在与孩子沟通时，

家 长 必 须 明 确 区 分 “ 人 ” 和

“事”。“我们爱的是孩子这个人，

而不是他的行为。当孩子做错事

时，我们可以指出他的错误，但同

时也要让他知道，即使他做了错

事，父母的爱都不会改变。这样的

沟通方式，既能够让孩子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又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

心和亲子关系。”

家长还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辞和

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家长的每一句

话、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孩子成

长道路上的力量或阻力。因此，家

长在说话和做事之前，应该先问问

自己：“这样做会让孩子更自信，还

是更自卑？会让孩子更愿意与我们

沟通，还是更封闭自己？”

同时，冯力提到了肯定在沟通

中的重要性。当孩子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感受时，家长应该给予积极的

肯定和回应。这不仅能够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还能够促进

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家长也要学

会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情绪

和想法，接纳他们的不完美，共同面

对成长中的挫折。

当孩子与我们发生冲突或矛

盾时，父母应该如何应对？在冯力

看来，如果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未

能与孩子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

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对孩

子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家长要重视与孩子之间的情

感联系。“如果将家庭比作一个三

角形，那么，父亲、母亲和孩子是构

成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每条

边则象征着家庭成员之间的联

系。”现场，冯力邀请3位家长组建

“临时家庭”，通过位置的远近变化

展示出不同的家庭关系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夫妻关系较近，

能给孩子均等的爱。在和谐的家

庭环境中，孩子不仅能够感受到父

母之间深厚的情感，还能够从他们

身上学到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如何平衡自我与他人的需求。

第二种模式是夫妻关系较远，

离孩子更近。如果家庭的关注点都

集中在孩子身上，容易导致过度溺

爱、过度保护、过度干涉孩子等情况

发生。这种家庭中的孩子通常以自

我为中心，比较任性和自私。

第三种模式是夫妻关系完全

依靠孩子维系。这种模式下，夫妻

之间几乎没有感情，但为了孩子，

他们勉强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在

这种情况下，孩子不仅承担了过重

的情感压力，还可能被迫卷入父母

的争端之中，成为他们婚姻的“人

质”。

第四种模式是孩子与父母其

中一方关系较近。在夫妻关系不

和的家庭中，由于父亲和母亲常常

相互敌视，总希望把孩子拉入自己

的“同盟”中，结果常常是孩子与父

母其中一方关系越来越紧密，与另

一方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以上几种相处模式是生活中

常见的家庭关系模式。大部分家

庭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不及

时转变相处模式，会对孩子的成

长、身心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冯力

表示，要想避免不健康的家庭关

系，关键就在于夫妻之间保持恰当

的界限、具备强大的情绪容纳力和

主动打破僵局的能力。

转变相处模式
打造健康的家庭关系

对“事”不对“人”
不要误入气话“陷阱”

提升教师指导力
给家长适时而专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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