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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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秋季学期，成都市中小学生经

历了一小段“停课不停学”的居家学习时

光。居家学习不仅是对老师和学生的考

验，更是对家长陪伴和教育方式的考

验。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问，老师可以

随时答，知识点当场消化，老师还可以实

时注意学生状态并进行提醒，而居家学

习则特别需要家长的督促。

除此之外，长时间的“居家学习”还

可能让一些孩子产生焦虑、烦躁等情

绪。比如，因难以静心学习而烦躁、因无

法坚持学习计划而焦虑、因拒绝不了电

子产品诱惑而自责等。当家长担起监督

孩子“居家学习”的重任，一些家庭教育

中的问题也被集中暴露出来，部分家庭

教育的错位与缺失也导致亲子关系面临

考验。

现在，孩子们已回归课堂，但如何高

质量地陪伴孩子学习，如何让孩子情绪

稳定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依然值得我们

思考。

去除功利化，提升教育认知和陪伴
质量

回顾这段“居家学习”时光，我们发

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孩子的居家

生活只有学习没有其他。在家长的安排

下，很多孩子每天只需要学习，玩耍的时

间很少，更不需要参与家庭劳动。家庭

成了比学校更严格的学习场所，这是非

常错误的做法。

学生的任务不只是学习学科知识。

家长应去除教育功利化，重点培养孩子

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内容，比如情感、态

度、价值观、兴趣、技能、理想等，与孩子

多交流、多谈心，多和孩子一起开展亲子

情感交流活动，也可以让孩子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洗碗、拖地等，

还要注意每天给孩子留出一定的时间让

孩子自由支配，这一点非常重要。除此

以外，多让孩子参加各类专题教育活动，

提升孩子的责任担当，增强他们的家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也十分必要。

长时间的居家生活，也暴露出不少

亲子陪伴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家

长的陪伴质量堪忧，虽然看似陪伴在孩

子身边，其实质却是精神的不在场。比

如，满足孩子吃喝即可；觉得学习是孩子

自己的事，家长参与不高；自己沉溺于追

剧、打游戏，让孩子自己玩自己的……有

效陪伴需要家长具备倾听能力、共情能

力，还需要家长具备自我构建的能力和

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愿望，这对家长而言，

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考验。

关注情绪变化，及时疏导孩子的心
理问题

居家期间，由于被一些负面信息不

断充斥感官等因素，家庭成员出现心理

问题的几率也在增加。家长们应该明

白，疫情之下，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容

易出现焦虑、恐慌、愤怒、烦躁等情绪。

家长应该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以防影

响孩子。同时，有必要有效利用学校提

供的心理教育资源与素材，协助学校做

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保持

理性思维，重视孩子的心理变化，加强对

孩子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

此外，由于家长对孩子的辅导频率

增高，辅导内容增多，辅导时间增长，也

容易导致家长情绪化，从而影响到亲子

关系。家长需要找到自己情绪焦虑、紧

张的根源，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学习目

标、学习方式，及时调整教育方式，不把

不良情绪传递给孩子，以免造成孩子的

恐慌和抗拒，形成恶性循环。

提升学习指导力，助孩子建立良好
的学习生活习惯

当孩子的学习主阵地由学校转向家

庭，学习模式由集体互动学习变成了个

体自主学习，学习形式由教师现场教学

换为了网络教学……作为家长，密切关

注孩子学习情况，充分配合学校和老师

做好网络学习指导很有必要。家长要承

担起“家庭教师”的职责，督促孩子制订

计划，有章法、有步骤地进行预学、共学

和延学。家长需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习要

求、学习动态、学习效果，并且适时给孩

子端正态度，进行方法指导和时间调整，

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效果。

网上学习的适应性也是对家长的考

验。网络技术成了支撑居家学习的硬技

术，家长要有迅速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

能力，既能熟练使用这些学习平台，又能

帮助并指导孩子使用，有时还需要解决

一些突发性的技术难题，孩子如何科学

使用电子设备也是需要家长干预的。

另外，居家学习期间，大多学校都给

学生制定了作息时间表，但如果离开了

家长的监管，作息时间表很难落实。因

此，家长还要严格督促孩子按作息时间

表执行，把握好孩子的学习内容、学习进

度、学习节奏、学习时长，助孩子养成良

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劳动是成长中的必修课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

过：“劳动是有神奇力量的民间教

育学，给我们开辟了教育智慧的新

源泉。这种源泉是书本教育理论

所不知道的。我们深信，只有通过

有汗水，有老茧和疲乏人的劳动，

人的心灵才会变得敏感、温柔。通

过劳动，人才具有用心灵去认识周

围世界的能力。”

这段话可谓把劳动教育的意

义说得淋漓尽致，可惜有些人没有

领悟其中深意，甚至有些家长还担

心让孩子做家务会影响孩子学习，

这是多么狭隘的成才观。试想，如

果一个孩子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自己的事情都不会做，家务事

也从来不帮忙，长大后不能自食其

力，那他考试拿了再高的分数又有

何意义？

劳动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

修课。家长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

劳动习惯，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到“家里的事情帮着做”，再到“公

益的事情热心做”，劳动教育应该

贯穿孩子成长的全过程。爱劳动

的孩子更有责任感，知道对父母、

老师、社会感恩，知道每个人都要

有所担当。培养孩子爱劳动不仅

与学习不冲突，还能促进孩子把在

劳动过程中积累的各种好习惯、好

品质迁移到学习中去，促进其学业

的进步。

劳动是一个人的底气。这股

底气任何人都需要，而且在任何环

境、任何时代都需要，永远不会过

时。想要培养一个能够自食其力

的孩子，能够对自己、对家庭、对社

会负责任的人，家长就要从培养他

的劳动能力做起，这也是家庭教育

的重要内容。

基本生存能力从劳动中来
我曾经听到过关于一些孩子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六畜不识的故

事。比如，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军

训时就餐，见到带壳的鸡蛋吓了一

跳，惊慌失措地问同学：“这是什

么东西？”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

原来，人高马大的他在家里吃煮鸡

蛋时一直都是由家长剥好了蛋壳，

再把鸡蛋端到他的面前，所以，他

从来不知道鸡蛋还有壳。这个故事

乍一听让人啼笑皆非，却真实地发

生在一部分孩子身上。在一些家庭

里，孩子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情况并不少见。

还有一位高一新生，到学校报

到时一直由她的母亲负责搬行李，

她自己却轻松自在，若无其事地边

走路边看手机，任由母亲在一旁累

得大汗淋漓。老师实在看不下去

了，批评学生不能这样，谁知道母

亲先开口了：“老师，您千万别批评

我孩子，她那么瘦小，怎么能让她

干这样的力气活！”这样的母亲真

是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她

一贯这样骄纵孩子，所以孩子对她

的付出也就习以为常，对她的辛苦

也毫不心疼。可是，连父母都不爱

的人，连感恩都不懂的人，以后能

成人、成才吗？

我又想起我小时候，做家务很

少，家长也总是说你就只管学习就

好，我便成了除了学习啥也不会的

人。而且我写字比较早，三岁开始

抄写唐诗。自从我开始写字之后，

我的手其他功能就好像退化了似

的，比如，我做针线活不行，做手工

也不行。有一次春游，看着其他女

同学会生火、做饭，她们脸上洋溢

着自信的笑容，我受到很大触动。

于是，我趁着暑假赶紧学起了做

饭。当我炒出人生中第一份绿油

油的青菜时，我感到特别骄傲。为

人父母之后，我开始反思，与其过

早教孩子写字，不如带孩子去劳

动，让孩子在劳动中学会自立、变

得强大，这样的成长是其他教育不

可取代的。

不劳动，不成才。一个人最基

本的生存能力从劳动中来，家长千

万不要心疼孩子，对孩子一切包

办，这样只会害了孩子。

爱劳动的孩子更自信
最近我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的钟杰老师聊天。钟杰老师是

深圳市光明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也

是深圳市“我最喜爱的班主任”、广

东省名班主任。在和她的对谈中，

我收获最大的方面除了她的班级

管理妙招之外，还有一句话：“爱劳

动的人更自信，爱劳动的人相信自

己可以通过双手创造一切。”

先从钟杰老师的亲身经历说

起。钟杰老师是个四川妹子，她从

五六岁起就要帮助家里干家务、干

农活、带弟弟妹妹。她家在农村，

干的是砍柴、打猪草等脏活累活，

但她不怕苦，不怕累，而且在劳动

中练就了勇敢无畏的性格。她对

我说，她妈妈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

让她从小学会劳动、爱上劳动、受

益于劳动。她的自信就是从劳动

中来的，就是从干家务、干农活中

来的。钟杰老师说：“我很善于劳

动，不怕劳动，劳动让我相信，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都能靠自己动手来

解决、动脑筋来克服。”

2008 年左右，40 岁的钟杰老

师决定打破旧模式，拥抱新生

活。她鼓足勇气，怀揣改变命

运、开阔眼界的想法，走出四川

的大山，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

深圳。环境的改变让她一时不知

所措。但她很快就适应过来。我

问她到底是靠什么在短时间内适

应了新环境，立足深圳的。钟杰

老师对我说：“就是‘劳动’两个

字。我撸起袖子加油干，生活上

的困难靠劳动克服，工作上的奇

迹也靠劳动创造。我吃苦耐劳，

很快就打造出了一片新天地。” 钟

杰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神采飞

扬，一股强大的自信溢于言表，

深深地触动了我。

最近，我家大宝在读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我也和他一起

读，重温了一遍自己青春时代喜

欢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农

村娃孙少平和他的哥哥孙少安，

都是那种从小就帮助家里干农活

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明白“流自

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顶天立地男

子汉”的道理，劳动让他们身上

有一种男子汉的勤劳和担当，也

有一种不容小觑的自信和坚韧。

大宝读此书后深受触动，他平时

也一直帮着我做家务、拎重物，

他会做饭，会自己洗衣服，出门

旅行也会负责拿最重的行李。《平

凡的世界》 让他再一次对劳动的

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

劳动给孩子带来真正的自信，

还带来阳光向上的心态和积极的

行为习惯。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

多参加各种劳动，不仅是锻炼孩子

的生活能力，而且赋予他们一种发

自内心的、别人怎么比都比过的自

信和阳光。自信不是报了多少课

外班、会弹琴、会打高尔夫……真

正的自信从劳动中来，到生活中

去。

教育要回归生活，家庭教育中

不妨多些劳动教育，踏踏实实教会

孩子在学习、阅读之余锻炼身体、

积极劳动，并且保有在平凡生活之

中感受美的情趣，这比成绩更加重

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吧，

多年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你送给

孩子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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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习惯劳动习惯
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 王莉

日前，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其中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整理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
等学段目标。比如，在5至6年级，烹饪与营养方面，学生要用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方法制作2至3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
蛋、煎鸡蛋、炖骨头汤等，参与从择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过程，能根据家人需求设计一顿午餐或晚餐的营养食谱，了解不

同烹饪方法与食物营养的关系。……劳动进课堂，已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与之不谋而合，也指出：“学校和家
长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劳动教育应该是孩子成
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为孩子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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