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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爸妈分担”

我觉得自己肩负着维护家庭和谐、

为父母减轻负担的责任。因此，我会主动

整理床铺、收拾碗筷，还会定期打扫自己

的房间。做家庭中的小主人翁，要有责任

心、懂得感恩，还要多和父母沟通。

——杨于墨 10岁

我会帮助爸爸妈妈记录日常花销，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我觉得做家庭的

小主人翁需要勇敢、善良、有责任心、有

担当。分担家务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锻炼独立能力，还可以让我收获很多书

本之外的知识。

———张伟杰 12岁

我认为小主人需要具备有责任感、

好客的品质。我会主动打扫卫生，客人来

的时候主动倒茶、削水果，还会教弟弟做

题。如果由我当一天“家长”，我会制定

“表现得好，奖励一个小礼品”的规则。

———张云哲 12岁

我一直都想当好家里的小主人，做

家务我总是冲在最前面。爸爸妈妈还没

回家时，我会主动煮饭、备菜；我还会自

己洗衣服、叠衣服，帮爸爸妈妈捶背、泡

脚呢。每个月我都会组织家庭成员一起

大扫除，全家都得参加，干得好有惊喜盲

盒，不参加的人要洗一周臭袜子！

——徐晨晞 11岁

作为家庭的小主人，我会让家人互

相帮助、互相关心。我要当一只勤劳的

“小蜜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会帮妈

妈扫地、拖地、洗碗。如果让我当“家长”，

我会合理分配每个人的劳动任务。

——何鑫怡 12岁

我觉得小主人肩负着支持家人、给

家人提供情绪价值、融洽关系的责任。当

爸爸妈妈很忙时，我可以分担家务；当他

们疲惫时，我可以帮他们放松。我要做个

开心果，给爸爸妈妈带来欢笑，让他们的

脸上永远绽放着笑容。

——李沐心怡 12岁

在家里，完成学习任务后，我可忙

啦！忙着收拾碗筷、丢垃圾、打扫卫生、帮

奶奶捶背……但是，我乐在其中。家长

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才能学会独立，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尽好自己的职责，因

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曾诗涵 11岁

我觉得做好小主人，不仅要分担家

务，还要关心家人心情。比如妈妈下班回

来，我会问她工作是否顺利。如果让我当

一天“家长”，我想带全家去湿地公园野

餐，规定“每人说3个笑话”。

——龙子恒 11岁

我认为做小主人要细心、有责任心，

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事。我每天主动整

理书桌、叠衣服，还会帮妈妈浇花、陪爸

爸散步。若让我当一天“家长”，我会安排

“家庭打扫会”，和爸爸

妈妈一起劳动。

——江欣悦 11岁

在温馨的小家里，我可是不折不扣

的小主人。写完作业，我会主动整理书包

和书桌，让学习环境变得井井有条。饭

后，我还会抢着帮妈妈洗碗，妈妈总是笑

得合不拢嘴。

——钟栩萌 12岁

“我要让校园更美好”

校园是我成长的乐园。作为朗诵爱

好者，我在升旗仪式上朗诵爱国诗篇，在

读书分享会上讲述动人故事，用声音传

递力量。我还是校园小菜园的“守护者”，

课间给土豆浇水，看着它们从嫩芽长成

植株。我明白，用声音装点校园、用行动

呵护生命，都是校园小主人的责任。

——张曦晨 12岁

如果让我来策划儿童节活动，早上，

我们坐大巴车去博物馆看历史文物；中

午，大家在学校煮火锅、包饺子；下午开

跳蚤市场，大家以物换物，再轮流表演节

目。最后，我们开开心心地回家——当

然，没有作业！

——王俊睿 11岁

我爱护校园的一草一木，看到垃圾

主动捡起，还组织同学一起布置教室文

化墙。如果儿童节由我策划，我会设计沉

浸式游园会：设置多个主题关卡，完成任

务可以集印章换礼物。做校园的小主人，

要有集体意识，为班级和学校的荣誉着

想；乐于奉献，积极参与校园服务；还要

有创新精神，提出改善校园的好点子。

——刘汐萌 10岁

作为校园里的小主人，我会主动帮

老师、同学做力所能及的事，也会做一些

事来让学校变得更好，比如爱护公物、不

大声喧哗、维护校园环境等。我觉得，小

主人少不了有担当、责任心强等品质。

——刘辰栀熙 12岁

如果儿童节由我策划，我会设计有

趣的绘画项目、手工小挑战，或者和大家

一起寻找校园里的细节并记录，锻炼大

家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我认为，做校

园的小主人要善良、有爱、关心同学，还

要保护公共设施、爱护花草树木，这样我

们才会有一个干净美好的校园。

——李思桐 12岁

我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自觉遵守

校纪校规，随手捡纸屑。我觉得学校可以

设立“创意墙”，供同学们自由创作、张贴

创意作品。做校园的主人翁，要有责任

感，对校园事务尽心尽责，还要有爱心、

团队协作能力，大家携手让校园更美好。

——刘思音 11岁

“我能让社会更温暖” 温

上周我和小伙伴做了件超酷的事！

我们把社区的宠物粪便袋箱改造成了

“汪汪便利站”。妈妈说，做好小公民要像

蚂蚁搬家那样，坚持做小事；像百灵鸟一

样，大胆提建议。

——刘思辰 11岁

乘坐公共交通时，我主动给老人、孕

妇让座；在社区里，我和小伙伴一起给流

浪小动物搭简易窝棚、摆好乱停放的共

享单车。我觉得，做社会中的小小主人

翁，要有公德心，遵守社会秩序；有爱心，

关爱他人和环境；有观察力，发现需要改

进的地方并积极想办法解决。

——尹嘉豪 10岁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积极参与公

益活动，关爱孤寡老人，宣传环保知识。

我还想带领大家一起植树，让社区空气

更清新、邻里关系更和谐。我觉得，做合

格的小公民，要用行动建设美好社会。

——秦欣怡 12岁

每次乘坐公交车，只要看到行动不

便的老人、抱着婴儿的阿姨，我都会立刻

起身让座。我知道，一个简单的举动、一

句贴心的提醒，都能给他人带来帮助。这

些小事，就是我作为小小主人翁的担当，

我要用这份善意，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张曦晨 12岁

我是文明的小公民，在图书馆，我不

大声喧哗；在公共场合，我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我还会帮老爷爷捡东西、扶老

奶奶过马路、帮迷路的小朋友找家长。我

们是祖国的花朵，更应该做社会的好公

民，爱清洁、护公物、懂环保！

——刘语彤 12岁

做社会小主人，要善良、有爱心，还

要敢于提出建议，用行动传递温暖。在社

区，我是“垃圾分类督导员”，教爷爷奶奶

正确投放垃圾；还会探望独居老人，给予

力所能及的帮助。

——龙子恒 11岁

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参与公益服

务、环保活动等方式，让社区变得更美

好，例如捡拾垃圾、植树、在敬老院做志

愿者。作为社会中的小小主人翁，需要有

责任感、同情心和合作精神，与大家一起

解决问题，建设和谐社区。

——胡予默 11岁

作为小学生，我们要遵纪守法，遇见

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尽力帮忙或者

向警察叔叔求助。我们还应该保护环境，

从自己做起，为社会出力。

——贺滋鑫 11岁

作为社会的公民，我认为可以从力

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为社会贡献力量。我

发现身边有公共设施维修不及时、共享

单车乱停放等问题，会观察、记录并向物

业或社区提建议。我认为做合格的小小

主人翁不仅需要责任感，更需要行动力，

用实践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李香儿 11岁

在小区健身器材区玩耍时，我会爱

护公物，阻止小朋友乱涂乱画、乱扔垃

圾。我觉得垃圾分类需要扩大宣传，可以

联合学校、带动家庭一起参与，让大家都

养成良好习惯，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余诗涵 11岁

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这个儿童节，我们以“我是小小主人翁”为切
入点，聚焦家庭、校园、社会三大成长场景，走进孩子的世界，倾听他

们对责任的理解，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被信任”中学会负责，在“敢行动”
中收获力量，最终在未来自信地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为有温度、有底线、

有行动力的“真正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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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携手 点燃责任意识的“小火苗”
从“妈妈帮我”到“我自己来”，从“甩锅达人”到主

动承担，“责任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郭

霞指出，“责任感”是孩子成长为有担当的社会人的核

心素养，是其全面发展的“隐形方向盘”。

在家庭中，家长常因“觉得孩子还小”或过于疼

爱孩子，而忽视了责任感的日常培养。事实上，责任并

非“为他人承担”，而是自身能力发展的重要部分。郭

霞表示，“责任感”是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家庭和集体、

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遵守

规范、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它是孩子人格健全的基

础、能力发展的催化剂；能塑造自律、诚信的品质，增

强社交能力；也是培育心理韧性的关键，让孩子学会

直面挫折、反思改进；更重要的是，责任感能帮助孩子

明辨是非，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有底线的人。

郭霞认为，责任感需要从小培养，家校协同发力。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应以身作则，分享自己承

担责任的经历，可以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帮助孩

子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观念，在孩子能力范围

内尽量放手，并且要求孩子做事有始有终；通过穿衣、

收拾书包、整理房间等实践，让孩子学习实用技能，明

确自身责任所在，逐渐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强化对他

人和周围环境的责任感。

当孩子逐渐长大，家长可以通过赋予其家庭角

色，如分配固定家务、邀请孩子参与家庭决策，帮助孩

子树立主体意识。“对于孩子的贡献和建议，家长要及

时给予积极回应。当孩子真切体会到被家庭需要，责

任感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郭霞说。

家校合作不可或缺。在培养责任感上，家校应统

一认知、同步场景，形成教育合力。郭霞建议教师在班

级事务管理上，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将班

级日常事务细化分工，让每个学生都有专属“责任

田”。还可设置值日班长等挑战性岗位，让学生在实践

中成长。

“教师可以组织团队合作活动，如小组竞赛、团体

项目，让学生在协作中增强责任意识，提升班级凝聚

力。教师还需要走进学生心灵，捕捉具体事件开展教

育，及时处理矛盾，引导其建立正确价值观。”郭霞补

充道。

走出误区 化“闯祸”为“课堂”
从责任意识萌发到主动担责，探索、犯错、反思的

过程必不可少。孩子犯错背后，常常藏着教育的契机。

郭霞指出，家长需要让孩子在实践中体验，而不是替

孩子的错误“买单”，让孩子学会对自己负责、承担行

为后果；同时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尝试，给予成长空间，

避免批评、指责或代劳。

不逃避责任，直面“闯祸现场”，也能锻炼孩子解

决问题的能力。郭霞表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忘带物

品、连累班级扣分等“小状况”十分常见，家长和教师

不应该简单说教，而应将其当作“脚手架”，带着孩子

跨过“逃避责任”的坎儿。

以“孩子忘带作业”为例，家长“急着送去”或“张

口就批评”的做法不可取。不妨先问问孩子：“你觉得

没带作业会有什么影响？”等孩子意识到可能会被批

评、影响学习后，再引导他一起想办法，比如，怎样向

老师说明情况、第二天补上。郭霞表示，重点是让孩子

自己解决问题、承担后果，而不是等家长“救火”。事情

解决后，也不能忘记复盘，这样孩子才能慢慢学会对

自己的事情“上心”。

教师方面，若因为某个孩子的行为导致班级扣

分，可以先淡化“扣分”这件事，把关注点放在解决问

题上。比如组织一次班会，全班一起讨论改进方案，制

定公约、互相提醒。对于犯错的孩子，私下和他沟通：

“老师知道你也不想这样，我们一起想想怎么把分数

补回来？”引导孩子主动提出弥补措施，既避免孩子产

生抵触情绪，又让其明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孩子逃避责任时，如打碎了东西不承认，家长

可以用“共情 +引导”的方式。先蹲下来和孩子平视，

说：“我知道你有点害怕，换成我，也会担心被批评。”

消除孩子的心理防线后，再引导：“东西碎了是小事，

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我们一起把碎片

收拾好，再想想如何修复它，好不好？”

“培养孩子的责任感，需格外注重方式方法，避免

走进误区。”郭霞总结，有的家长奖惩失衡，误把“履

责”变成“交易”，物质奖励反而破坏了孩子行动的主

动性；还有的家长采取双重标准，要求孩子做事负责，

自己却经常爽约，让孩子在理解责任时产生困惑。老

师在教育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重惩罚、轻引导”“过度

强调集体责任”“忽视个体差异”等问题。这些误区看

似不起眼，但长期下来，会影响孩子责任感的养成。

面向未来 培养“有大格局”的社会公民
面向未来社会，儿童青少年的责任感培养需要关

注新维度、应对新挑战。郭霞表示，作为数字时代“原

住民”，孩子需要明白，隔着屏幕说话也得负责任。不

能因为躲在头像和网名之后，就当“键盘侠”，随意攻

击别人或者传播不实信息。她提醒家长，孩子在网上

分享生活、创作内容时，需要尊重他人版权，还要注重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隐私。

“未来社会是全球化社会，‘地球村’的可持续发

展关乎每一个人。”郭霞认为，孩子需从小树立生态责

任意识，将绿色、节约、环保意识融入生活细节，如减

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旧衣服回收处理。家长需引导孩

子具备全球公民责任感，理解文化差异，关注气候变

化、贫困等全球性问题。

每个时代的儿童青少年都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当

今社会，郭霞认为，需格外关注孩子的“情绪责任意

识”。在信息复杂、压力大的背景下，孩子们容易产生

情绪波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不随意传递负面情

绪；当发现他人情绪不好时，主动关心，而非冷漠无

视，也是一种重要责任。“未来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孩

子，只有在这些新维度上培养责任感，他们才能更好

地适应时代，成为有担当的人。”郭霞说。

让孩子走出“小圈子”，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一分

子”，需要家校社共同努力：在家庭承担家务，做“小管

家”；在班级认领“专属岗位”，为维护“大家庭”出力。

在社会实践方面，可以参与到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当

中，如环保清理、旧物改造、文化传承等。“通过实践让

孩子慢慢体会到，负责任不仅是做好事，更是成为对

身边人、社会有用的人。”郭霞说。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培养责任感，唤醒“成长超能力”

当孩子们大声说出“我的事情我来做”时，他们正

在叩响责任意识的大门。从整理书包到参与社区服务，

从守护家庭到关心社会，责任感如同隐形的方向盘，指引孩

子学会担当、全面发展。本期，我们邀请到成都市新都区东湖

小学校政教处副主任郭霞，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探讨如

何让责任教育真正走进孩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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