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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周睿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每年的

全国两会教育话题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关注的焦点。3月3日，全国正式进入

“两会时间”，许多代表委员关于教育的意

见和建议引发网友热议，一起来看——

刘希娅代表 变革学习方式，
防止过度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教育集团

总校长刘希娅表示，当前，基础教育领域

存在过度教育问题，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

高、动力不足、负担沉重。对此，她建议加

大力度推动中小学学习方式系统变革，完

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优化学生学习生

态，防止过度教育。

陈玮代表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衢州市中医医

院副院长陈玮认为，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认知不足，心理健康教育资金投入

不足，家庭和学校分工合作仍有不足。极

个别学生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需要转介到

专业机构进一步干预，但目前有效的“学

校-家庭-医院”联动机制尚未形成。她

建议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同时加

强家长的教育知识普及，推广“家长执

照”，促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良性

互补关系。

倪闽景委员 推动青少年科创
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

景提交了一份《关于系统提升青少年科创

教育质量》的提案，他建议开展“让每一个

孩子身边都有科学家计划”；为青少年提

供更多手脑并用开展科创活动的机会。

陈众议代表 推迟普职分流，
试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陈众议认为，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起始于1986年，已经不适应我国可持续发

展的需要。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不仅可

以缓解小学和初中教学内卷问题，还可消

释“普职分流”政策带来的冲击。陈众议

认为，“中考‘定终身’为时过早。从目前

我国少年儿童成长的普遍情况看，初中阶

段恰逢孩子叛逆期，大多数初中生尚未显

示出实际智商和情商水平，遑论职业兴趣

和人生规划。”

李燕代表 停止向未成年人提
供网络游戏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制药集团总裁李

燕建议将禁止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纳入《未

成年人保护法》，并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企业和平台；加大向

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游戏运营

商和平台服务商的监察处罚力度，一旦查

到，坚决予以退出。同时，明确禁止售卖

对未成年人上网限制的破解软件，建立未

成年人网络游戏举报管理平台和出售破

解未成年人上网限制软件的投诉平台；未

成年人网络游戏冲动消费全额退还制度

由8岁以下拓宽至18岁以下，从源头堵住

网络游戏的付费成瘾机制。

家，是孩子心灵的“避风港”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焦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心

理健康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

关注的热点。

建立学生心理问题监测和干预机

制、建立家校合作“一生一档”心理健

康档案、对中小学生定期进行心理健

康体检、加强落实专职心理教师配备

与培训、用人工智能关怀青少年心理

健康……一项项提案说明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关注青

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加强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已刻不容缓。

据《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指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

数的 30%，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

15%~20%，接近于成人。更让人忧心

的是，约30%的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

拒绝向任何人倾诉。

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倾诉？面对压

力时，孩子缺乏有效疏解的方法；家长

在关注学业成绩之外，缺少对孩子的

陪伴和情绪的觉察；孩子有倾诉的欲

望，却总被家长忽视，不能及时得到解

答，久而久之，他们可能就再也不愿吐

露心声了。

当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

题时，很多家长常常不能理解、共情孩

子，他们会把孩子的某些异常表现误

认为是青春期的叛逆，觉得孩子是在

无病呻吟，小题大做，甚至一些家长还

会认为，孩子是在用心理问题逃避学

习。

如今的孩子与我们小时候不一

样，他们不再满足于物质上的丰

富，而是更加重视对“自我需求”

的关注。在这样的变化之下，家长

必须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聆听孩

子的声音，给予孩子陪伴、接纳和

共情，让家成为孩子心灵的“避风

港”。

孩子成长中的烦恼需要被看见，

而这些烦恼背后的家庭问题更需要被

看见。很多心理老师在接受咨询时发

现，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看似个人

问题，实际上背后存在家庭系统功能

缺失和环境的影响。大儒心理创始

人徐凯文曾提出过“树理论”。他认

为一个人就像一棵树，树根是原生

家庭，树干是价值观、理想等认知

系统，树叶是成就感、自我肯定。

人如果出现心理问题，多半是树根

的原因。因此，孩子出现问题，家

长首先应该审视自己，从自身寻找

原因。

没有父母不爱孩子，但在如今

“万物皆卷”的时代，教育“卷”出

了焦虑的父母，也“卷”出了脆弱的

孩子。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各种因素中，学习压力是不可回避

的。当学习成为唯一的意义所在，无

价值、无希望等消极情绪便容易覆盖

孩子的心灵。要改变这一现状，审视

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和孩子建立良好

的亲子关系是破题之法。关系大于教

育，在保持良好关系基础上的教育才

有意义。在和谐、健康的家庭氛围中

成长的孩子，面对外部冲突和学习、

生活的压力时，也更懂得调节自己的

情绪。

其实，最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就藏

在日常生活中。孤独时的真情陪伴、

受挫后的鼓励安慰、烦恼时的耐心倾

听，都是提升孩子心理素质的好方

法。所以，爸爸妈妈们，请和孩子一起

去面对生活中的烦恼，并告诉孩子，无

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爸爸妈妈都会

支持你！

两会教育看点两会教育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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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陪伴孩子，为什么亲子关系还是很紧张？”“怎么有质量，有方法，有智慧地陪伴孩子？”3月4日，在成都市温江区家
长学校第一讲上，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德育、家庭教育教研员马云飞从高质量陪伴的价值、当前亲子陪伴的误区及
高质量陪伴的具体策略三个方面，结合自身的事例、深入浅出地为家长们讲解了如何实现“高质量陪伴”。

“有人说陪伴是父母送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是最长情的告白。”在

马云飞看来，陪伴是一个倾听、发

现、构建、协同、教育、相互成长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要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当然也

需要孩子的自我教育，这是一个完

整的“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

家庭教育更多的是起到依托陪伴的

作用。

在陪伴的过程中，父母可以倾

听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从而了

解孩子在校的基本情况和内心需

要。马云飞提醒家长注意，有的孩

子随着年龄增长，内心的表达越发

隐晦，所以我们通过陪伴，通过倾

听，可以明确孩子在学校的日常生

活到底需要什么，倾听也是鼓励他

勇敢表达的过程。

同时，陪伴也是去发现、去了

解、去读懂、去观察孩子的兴趣爱好

的有效途径。“为什么有的家长觉得

孩子和自己越来越陌生？”马云飞指

出，这说明我们对孩子的发现和了

解是模糊的。孩子喜欢什么？特点

是什么？个性是什么？习惯怎么

样？身上还有哪些小问题？要帮孩

子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发现他的问

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有针对性

地帮他解决。

作为一名父亲，马云飞强调父

亲的陪伴是孩子成长中不可缺失的

环节。有的孩子只跟妈妈或者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关系亲近，但是跟爸

爸很疏远。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

现，很多父亲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缺位，“我们要通过陪伴建构一个良

好的亲子关系。孩子越小，通过陪

伴建构起的良好亲子关系，发挥的

作用就越持续、越巩固。”

家校协同育人也很重要。曾担

任过一线班主任的马云飞坦言，最

怕的是孩子回家后5+2＜7或者5+

2＝0。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在学

校习得的良好习惯，周末一回家就

全搞忘了，等于做了无用功。换句

话说，家长在陪伴的过程中，其实就

是巩固孩子在学校里收获的好的教

育效果，最起码保证孩子在学校中

的教育效果不亏损，不消减。

“陪伴孩子一定是充满了教育

性，互动性和情感性的。期间不管

发现了孩子多少问题，教育他，指

导他，这才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指

向。”马云飞认为，孩子在12岁之

前，是兴趣、情感、性格、规则和

习惯塑造的黄金期，家长一定要把

握好这个时间段，在孩子的学习、

生活、心态各个方面指导他们，帮

助他们规划，最终指向孩子的健全

的发展。

孩子进入小学后，除了陪伴

他的业余生活，平时家长陪伴得

最多的就是学习生活。针对家长

最头疼的问题，马云飞结合自己

以前当班主任的经历，分别从学

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方

面分享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

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小学

阶段的重要环节，也使孩子终生

受益。马云飞分别提到了学习入

静、珍惜时间、注重效率、倾听与

表达、学会思考、按时完成作业、

规范书写、阅读积累、及时纠错等

习惯的养成。

其中，他重点强调了孩子要

做好基本的习惯。“为什么有的孩

子小学阶段主科就考不及格？问

题的关键就是基本的教材没有学

懂，基本的作业没有完成，基本的

笔记没有整理，基本的纠错没有

规范，所以很难考及格。”马云飞

再次指出，小学的“基础工程”要

打牢，课堂知识是重中之重，家长

要引导孩子把校内的知识吃透嚼

烂，练好“基本功”。

说到学习方法，一般都会想

到课堂学习，实际上除了课堂学

习之外，还有很多学习方法。马

云飞重点讲了三种学习方法：“上

课——自习”学习法。上课只能

保证学懂、学会、学准，但真要把

知识学透彻，能够举一反三，融会

贯通，就需要孩子提前预习，课后

复习和做作业巩固，需要孩子利

用自习时间完成。“自主——合

作”学习法。课堂上有老师指引

学习，课外除了孩子自主学习，还

可以跟其他同学、朋友、家长合作

学习。“家庭——社会”学习法。

孩子回到家之后，家长自觉辅导

孩子做作业；周末带孩子去博物

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参观，积极

参加社区活动。

“有的家长老盯着孩子的考

试能力，也叫应试能力。实际上，

孩子的应试能力背后是无数种能

力的组合。”谈到学习能力的培

养，马云飞认为记忆能力、阅读能

力、表达能力、计算能力和学习管

理能力需要家长关注。

马云飞在一线教学时，基

于 对 学 生 的 观 察 和 自 己 的 思

考，总结出几点学习方式，他

强 调 ， 学 习 方 式 并 不 是 唯 一

的、固定的，可以选择自己合

适的对症下药，也可以几种方

式结合起来灵活运用——

交叉学习，顾名思义就是既

要做好预习，同时还要及时复习

和梳理。两者交叉进行，不能说

今天只做预习，不做复习；或者说

今天只做复习，不做预习，这是不

可能的。自主学习，家长不可能

每天都盯着孩子，怎么让孩子自

主学习？引导孩子制定目标，明

确计划，坚定执行，及时反馈，从

而形成一个学习的闭环。积极主

动，每个孩子的身上或多或少都

有问题，想要避免，就要主动找方

法，向老师、家长、同伴求助都是

主动解决问题。

陪伴有其方法，但教无定

法。马云飞建议家长加强学习，

做孩子的榜样，改善教养方式，做

好养育和教育的统一。营造合理

期望、关系和谐的良好家庭环境，

为孩子的学习成长保驾护航。

升级教养方式
养教育相统一

营造合理期望，科学指导学业

同样的陪伴，如果没有掌握

正确的方法，效果也是大相径

庭。有的家长诉苦，我也陪伴孩

子，为什么亲子关系还是很紧

张？“有时候陪伴的效果不好，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

陪伴孩子的能力，好心办坏事，

把自己感动了，但是孩子不领

情，或者说效果适得其反。”马云

飞指出，爱孩子的能力跟爱孩子

的心理要匹配起来。那么，怎么

样有质量、有方法、有智慧地陪

伴孩子呢？

陪伴的前提是要了解孩子，

不同阶段身心发展的规律，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教育的侧重点等

等。马云飞把小学比作一个人

的“根部”，建议家长要用全局

的、系统的、宏观的、长远的眼

光，做好小学这个根基工程。“不

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计一朝一

夕之荣辱，不争一时之长短。”他

指出，很多小学家长都在抢跑，

走得太急太快，最后导致孩子走

得不稳健。换句话说，在小学这

个阶段，焦虑是家长的基调，无

法避免，但一定要用长远的眼光

去看待小学阶段跟初中、高中的

关系。

既然是高质量的陪伴，那一

定要讲标准。在马云飞看来，高

质量陪伴的标准就是全身心地

投入。

首先是真心。“在有限的时

空之内，既做好近距离的陪伴，

同时也做好远距离的陪伴。”马

云飞举例，爸爸出差了，可以

打电话拍视频，让孩子觉得你

在关注他、牵挂他。反过来我

们要避免做敷衍型、应付型和

消极型家长。

其次是平衡。有人说，父母

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是孩子。

在马云飞看来，这句话对也不

对 ， 对 是 因 为 孩 子 的 确 很 重

要，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

的；不对是因为父母不能只为

孩子而活，还要为自己而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父 母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都 是 有 限

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全

身心、高质量地陪伴孩子，只

能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矛盾，

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最后是坚持。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和

麻烦。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的

时候，发现孩子做得很糟糕，家

长不由自主就想冒火，对孩子失

去耐心，导致情绪失控，只有有

了耐心，我们的情绪才可能会控

制好。马云飞指出，没有谁天生

就是优秀的家长，所以在培养孩

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

失误，家长要及时反思和复盘自

己的行为。

陪伴不得法，效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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