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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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今年6岁，兴趣爱好很广泛，但是最大的

爱好就是抱着手机玩，而且有着迷的趋势，于是，

我下定决心给儿子戒手机。最开始是直接将手

机没收，不让他玩，但是儿子反抗强烈，最终以失

败告终。这让我意识到，想让儿子戒手机不能采

取强硬措施，还得因势利导才行。

儿子喜欢玩手机，主要是为了玩游戏，于

是，我给儿子买了个游戏机，可以接在电视上

玩。由于电视屏幕大，又是护眼屏幕，这样玩

游戏比玩手机对眼睛的伤害小，而且，儿子玩

得爽快，对手机的兴趣自然就减少了。游戏机

的安装和操作比较复杂，这样儿子想玩就要求

助于我，我能更好地控制儿子玩游戏的时间。

后来我发现，我也可以和儿子一起玩，这样又

能增进我和儿子的感情，儿子也比以前听话

了，可谓一举三得。

儿子玩手机除了玩游戏，就是看动画片。针

对这一点，我也想了办法，那就是给儿子买动画

片题材的拼图和玩具，儿子果然兴趣大增，对这

些东西爱不释手。拼图可以培养孩子的耐心和

智力，玩具可以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不损害眼

睛，安全系数又高。当然，也不能完全不让孩子

看动画片，所以我提前给儿子下载好动画片，让

他在电视上看，这样对眼睛好一点，而且可以避

免儿子接触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果然，儿子对手

机的兴趣又下降了一些。

后来，我又激活了儿子对乒乓球的兴趣，在

家里支了一个小乒乓球台，每天晚上陪儿子玩。

这样，儿子的注意力就不会集中到手机上，而且

生活也更加充实了，再加上游戏机和拼图，儿子

现在已经不沉迷于手机了。

当然，我也没有完全禁止儿子用手机，毕竟

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不会用手机也是不行的，

不过儿子现在对手机的兴趣并不大，只是当作工

具来使用。

其实家长不想孩子沉迷手机，主要是为了他

们的身心健康着想，一是怕伤眼睛；二是怕网络

上的不良信息“毒害”了孩子；三是怕沉迷。因

此，给孩子寻找合适的、健康的替代品很重要。

其实玩游戏、看动画片都很正常，这是孩子的天

性，不能彻底“堵死”，有了愉快的生活体验，孩子

才能健康成长。

夜深了，窗外一片静谧，唯

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打破这

份宁静。我坐在书桌前，心中思

绪万千。儿子最近时常眉头紧

锁，少了往日的欢笑，显得心事

重重。我知道，他的心中或许有

些烦闷，而我，作为母亲，必须

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阶段，帮他

“沉淀”那些烦恼。

那天傍晚，我约儿子去散

步。天色渐暗，街灯次第亮起，

微风轻拂，带来一丝凉意。我们

默默地走着，彼此都在等待一个

契机，打破这份沉默。终于，儿

子开口了：“妈妈，我觉得最近有

点累。”

听到这话，我心头一震。我停

下脚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儿

子，累了，就歇歇！”我们在路边的

一条长椅上坐下，看着天边渐渐隐

去的霞光。

“儿子，人生路上，烦恼在所难

免。”我慢慢说道，“每个人都会遇

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重要的是我

们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它们。”儿子

低着头，似乎在思索我的话。

我接着说：“你知道吗？妈妈

小时候也有很多烦恼。那时候，学

习压力也很大，但我学会了调整自

己的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我讲起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希望能

让儿子明白，烦恼并不是无法克服

的。

儿子抬起头，看着我，眼中闪

过一丝光亮：“妈妈，那时候，你是

怎么做到的？”

“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

法。”我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节奏和方式，不必苛求自己。学

习固然重要，但也要懂得劳逸结

合。比如，适当运动、培养兴趣爱

好，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放松心情、

减轻压力。”

儿子点了点头，似乎有所领

悟。我继续说道：“另外，要学会和

别人交流，倾诉自己的烦恼。朋

友、老师，甚至是父母，都是可以倾

诉的对象。有时候，说出来，就会

觉得轻松很多。”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儿子的表

情逐渐放松了下来。回家的路上，

他不再低头沉默，而是开始和我讨

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我感到

一丝欣慰，孩子似乎找到了排解烦

恼的出口。

回到家，儿子回到自己的房

间，开始整理书桌。我站在门口，

看着他专注的样子，我知道陪伴起

了一些作用。或许，他还会有很多

烦恼，但只要他学会了如何面对和

“沉淀”，这些烦恼终将成为他成长

中的宝贵经验。

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桌前，回

想着和儿子的谈话，心中感慨万

千。陪伴孩子成长，是每个父母的

责任。我们无法替他们解决所有

问题，但可以陪他们一起面对，一

起“沉淀”那些烦恼。在这过程中，

我们不仅帮助了孩子，也重新审视

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那份久违的

平静与满足。

窗外的虫鸣声依旧，夜色愈发

深沉。我关掉台灯，轻轻走到窗

前，望着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心中

升起一股力量。人生如夜空，烦恼

如星光，或明或暗，总在提醒我们：

只有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陪伴儿

子“沉淀”烦恼，一起走过这段充满

挑战的成长之路。

和儿子外出散步的时候，发现地上散落着各

种各样的广告纸。儿子弯腰把它们都捡起来，正

要投入到垃圾桶的时候，我阻止了他。儿子疑惑

地问我：“怎么了，爸爸？这些广告纸还有用吗？”

我说：“当然了，我们一起想一想，怎样让它

们飞起来？”

儿子骄傲地说：“可以折成‘飞镖’扔出去，它

们就能在空中飞起来了。”

我竖起大拇指，“非常棒。再想想，还有什么

办法？”儿子皱着眉，摇摇头说：“我想不出来了。”

我从儿子手中拿出一张广告纸，对儿子说：“爸爸

教你一个方法。等着，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来

了。”说完，我开始折广告纸。

儿子睁大眼睛：“爸爸，你在折什么啊？告诉

我好不好？”我故作神秘，说：“别眨眼，看好了。”

不一会儿工夫，我就用广告纸折成了一架纸飞

机，放在儿子面前。

拿起纸飞机，我放在嘴边轻轻哈了一口气。

儿子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呀？”我说：“这呀，是

在给飞机‘加油’呢。”儿子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好吧，爸爸，那你现在试一下，我想看看它能不

能飞起来？”我又对着机头哈了一口气，然后轻轻

向前一掷，纸飞机在空中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

向远处滑去。

儿子欢呼着去追纸飞机，边跑边说：“爸爸，

你好厉害呀，我也要玩。”说完，他拿起纸飞机，学

着我的样子，在嘴边轻轻地哈了一口气，然后用

力地把它甩出去，纸飞机打了几个旋儿，在空中

优美地飞行。

就这样，我们用广告纸折成了各种各样的纸

飞机，有加油机、有运输机，还有战斗机。公园

里，纸飞机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五颜六色的。

有其他的小朋友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儿子

骄傲地跟他们说：“这是我和我爸爸折的纸飞机，

你们谁想学，我教你们。”儿子像模像样地当起了

老师，一步一步地教他们折纸飞机。不一会，大

家都拿着自己的纸飞机玩起来，公园里充满了欢

乐的笑声。

这时，一个小朋友把纸飞机“开”到了公园的

树上。正当他着急的时候，我告诉他，那是纸飞

机的“停机场”，它要在上面休息一下。儿子和其

他小朋友一听都笑了，纸飞机还有“停机场”吗？

“当然了，只要是飞机，就有停机场，这个大

树就是它们的‘停机场’，也就是它们的家了。等

一会，一阵风吹来，纸飞机就会随风飘落，又回到

地上了。”我想，捡到它的小朋友一定会十分惊

喜。这份纸飞机带给小朋友们的快乐，也将继续

传递。……

提 升 认 知
了解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需求

“如果你是一位百岁老人，他

人想要了解你的发展情况，仅了解

你在某个时间点的状况，他们能得

到全貌吗？”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静看

来，人的发展既是多维度的，又是

多方向的。因此，对于孩子的成

长，需要用全面的视角、全方位地

去看待。“许多人一提到北大、清

华，便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自带光

环、天赋异禀。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我们会发现学生之间的差异逐

渐显现。”郭静以北京大学医学部

的学生为例，他们在完成五年制本

科教育后，将面临转段的挑战，需

要通过英语六级考试才能继续攻

读硕士学位。然而，令人惊讶的

是，部分学生在多次尝试后，依然

未能通过这一考试。

郭静指出，这些学生中不乏高

考成绩数一数二者。他们高中时

成绩优异，然而，经过 5 年的本科

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独自应

对学业的挑战，甚至出现严重的心

理健康问题。“这提醒我们，孩子的

成长和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

仅包括个体的认知行为、自我价值

感，还涉及到家庭教育方式、学校

教育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孩子的

成长和发展情况，郭静带领团队与

唐山市迁西县教育局合作，针对该

县五年级以上，包括初中、高中以

及职业高中共计3万多名学生，从

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行为发展、不

良经历、家庭环境等维度进行了全

面调查。

“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郭静

发现，学业倦怠、校园欺

凌、网络成瘾等问题不

仅与学生的态度有关，

还与教师的处理方式、旁观者的态

度密切相关。“孩子的发展受社会

因素影响大于个体因素。我们不

能简单地将孩子的问题归咎于他

们自身，而应看到他们背后的家庭

和社会环境。目前，尚无有效的解

决方案来应对这些问题，因为这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

持和参与。”

对此，郭静提出了一系列策略

和建议。她认为，通过部分学校前

期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

有效的应对模式。然而，这一模式

不应仅限于学校层面，而应进一步

转化为社会政策，从而覆盖更广泛

的群体和更多学校，推动整个社会

体系的完善。“只有各方共同努力，

才能为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创

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郭静说。

科 学 管 理
为孩子创造开放、多元

的成长环境

“高考结束以后，许多亲戚朋

友咨询我，现在什么专业最热门？

孩子报考什么专业以后好找工

作？”面对这些问题，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四川家庭建设

研究院副院长陈莉有些无奈，现在

所谓的“热门专业”，4年以后谁知

道热不热门？“现在社会变化那么

快，我们要培养孩子适应未来、在

复杂情形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简

单说，就是学会学习的能力。”

“要培养这样的人，在功利的

高度结构化的课堂中是很难完成

的，我们必须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开

放、多元的环境中，帮助孩子成为

一个完整的人。”陈莉说。

然而，当下青少年儿童面临着

“高聚集的家庭生活”“高期待的养

育者”“弱现实感的生活”三大困

境。“孩子是家里的焦点，受到来自

父母、祖父母甚至更多家庭成员的

密集关注。这种过度的关注虽然

体现了家庭成员的关爱，但也限制

了孩子独立思考和个人空间的需

求，使他们缺少独处和自我探索的

时间。”陈莉表示，社会竞争激烈，

家长通常抱有“不进则退”的心态，

对孩子的期望值极高，往往不能接

受孩子的失败；同时，以分数为主

导的单一评价体系忽视孩子个性

化发展的需求，使孩子逐渐失去对

现实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在同伴

交往上，一些孩子在网络上结识的

朋友多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又进

一步削弱了他们与真实生活的连

接。

“面对这些教育困境，学校或

家庭难以独当一面，唯有构建一个

以爱和尊重为基石的校家社协同

育人体系，方能破局。”陈莉指出，

在家庭教育中，尽管父母常把对孩

子的爱挂在嘴边，但方式不当可能

适得其反；同样，在学校教育中，老

师虽心怀善意，若教学策略与手段

未能因材施教，亦可能事倍功半，

难以达成预期的教育效果。

如何将传统的教育经验转化

为科学理性的管理？在陈莉看来，

校家社协同育人不仅是一个管理

学问题，还涉及到资源的筹措与分

配，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合作、控制、

反馈和计划等多个方面。

“在协同育人的研究中，我们

应避免纯粹的理论探讨，而应以学

术为中心，扩大研究队伍，开放研

究环境，并注重数据的保存和数据

库的建设。”陈莉说，通过打造活动

品牌等方式，分析学校所在区域的

优势与劣势，把握机遇与挑战，才

能更好地满足学校、家长、社区对

家庭教育指导和孩子

生涯规划的需求。

帮孩子戒手机
需多管齐下

■ 吴昆

让一张纸飞起来
■ 张保泉

陪儿子“沉淀”烦恼 ■ 段小华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三者有机衔接、协同配
合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
重要前提，更是促进青少年儿
童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必然
要求。近日，在四川省家庭教
育研究会主办的“共建共育校
家社一体化育人新生态”学术
活动上，与会专家就校家社共
育的理论与思考、问题与经
验、实践与创新进行了探讨。

圆桌论坛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在当今社会，教育不再

局限于学校的围墙之内，而

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如何做好孩子成长路上的

“教育合伙人”？带着对这个

问题的思考，来自学校、家

庭、社区的代表在圆桌论坛

上各抒己见。通过观点的交

流与碰撞，嘉宾们对共建共

育校家社一体化育人新生态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成都高新区银都紫藤初
中东区学校德育处副主任
吴林：现代教育已经从单

一的学校教育转变为涵盖

家庭、社会等参与的大教

育体系。学校在这个体系

中发挥着引领和协调的作

用，通过整合家庭、社区

等资源，共同参与孩子的

教育和成长过程。成都高

新区银都紫藤初中东区学

校在多年的探索中，形成

了 一 些 成 果 和 经 验 。 例

如 ， 学 校 成 立 了 SFU 联

盟，下设研究院和教育公

馆 ， 推 动 家 校 共 育 工 作 。

研 究 院 推 出 了 针 对 家 长 、

孩子和老师的课程，让各

方都能参与到孩子的教育

中来；教育公馆则通过家

长讲堂、互学、共学共读

等 形 式 ， 加 强 家 校 沟 通 ，

让家长更深入地参与孩子

的学校生活。

成都高新区银都紫藤初
中东区学校学生家长 刘芳：
家庭、学校和社会应相互信

任，各司其职，共同为孩子提

供支持。家庭作为投资方，

负责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

学校作为经营者，负责教育

和教学。家长应信任学校的

教育资源和团队，不过多干

涉，同时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如家长走进课堂，分享专业

知识，增进家校互动。家长

的责任包括关注孩子的心理

健康、监督孩子的学习情况、

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以及

建立亦师亦友的亲子关系。

家委会作为家校之间的纽

带，应积极收集家长意见，与

学校沟通，共同创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

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府
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 翁菁：社区、学校和家庭

是教育的三大支柱，社区有

责任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共荣共享。社区可以通

过各种工作机制和平台，如

社区教育站、家长学校、心理

辅导室等，打开三方共育的

通道。社区还可以通过调

查、收集家长诉求，定制教育

计划，组织、参与禁毒宣传、

心理辅导等活动，构建和谐

的教育环境。

共建共育共建共育
做更好的做更好的““教育合作人教育合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