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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苏银成
整治违规培训，还需在“需求侧”上下功夫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双

减”工作的决策部署，1月4日，教育部

在京召开全国“双减”工作视频调度

会。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将“双减”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定

不移推进。要紧抓寒假关键节点，严

查违规培训，巩固治理成果。（据教育

部官网消息）

违规培训不仅加重学生的课业负

担，也破坏了教育生态，必须多部门携

手共同整治。但是，大力度的整治，不

一定能让违规培训彻底退出市场。原

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培训机构受利

益驱使经常“换马甲”，导致学科类隐形

变异培训多发；二是部分家长有需求，

愿意为这类培训买单，甚至与培训机构

“联手”躲避监管。因此，要让违规培训

彻底消失，不仅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监

管，还需在“需求侧”上下功夫。

如何让这部分家长及学生对校外

违规培训无需求？笔者认为要做好三

方面的工作。

一要进一步夯实学校主阵地作

用。存在学习短板的学生更容易参加

校外学科培训，如何让学生不再依赖

校外培训补短板？需要学校尽可能减

少用同一份试卷检测全体学生学业水

平的评价方式，探讨多样化的评价方

法，做好分层教学、布置分层作业，让

每个学生有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此

外，还要进一步做好课后服务，特别是

在寒暑假这样特殊的时段，既要科学

布置作业，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还应充分利用

线上平台，为有疑问的学生答疑解惑。

二要对学生的假期生活提出要

求。在放假前，老师应对学生的假期

生活提出要求，以讨论的方式让学生

把要求“悟”出来，效果会更好。各班

级应组织学生集体讨论以下两类问

题：第一，讨论假期的个人计划，重点

讨论在完成假期作业后，自己还打算

做点什么？第二，讨论校外培训，通过

讨论让学生知道哪些校外培训是规范

的，哪些是违规的，自己是否需要参加

校外培训？同时，也要让学生知道整

治校外违规培训是国家行动，作为学

生，不应该参加违规培训。当把这些

问题讨论清楚后，当家长一厢情愿为

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时，学生也能作出

自己的判断。

三要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

平。为什么部分家长每逢周末及节假

日，都要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补课？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部分家长

的家庭教育能力低下，不懂教育规律、

不会陪伴孩子、不能给予孩子正向的

引导。学校应通过家长会及家长学校

等多种渠道，引领家长提升家庭教育

能力，并让家长认识到过度补课对孩

子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能力及长远发

展的负面影响，并将国家关于整治违

规补课的相关规定告知家长。

很多事物的存在是由需求决定

的，违规培训也是如此。所以，充分发

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提高家长的教育

能力，让学生及家长对违规培训不再

有需求，能极大促进校外培训的规范

发展，也能促进“双减”政策的进一步

落实。

寒假将至，为守护

广大学生及家长安全健

康，教育部校外教育培

训监管司、公安部刑事

侦查局、国家消防救援

局消防监督司、中国消

费者协会秘书处等四部

门共同发出《关于防范

校外培训安全问题的温

馨提示》。《提示》共包括

五点内容——

1.自觉抵制违规校

外培训。寒假期间，校

外培训机构不得违规组

织开展学科类培训。违

规培训逃避监管，不仅

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安

全管理更是隐患重重，

危及学生及家长人身、

财产安全，请广大学生

及家长共同抵制违规培

训和各种形式的诱导、

广告，以免上当受骗。

2.坚决打击违规“黑

竞赛”。“大师赛（DSS）”

“希望杯（XWB）”“华杯

赛（HBS）”等均属违规举

办的“黑竞赛”。所有竞

赛结果均被禁止作为中

小学生招生入学依据和

考试加分项目。不法分

子散布“竞赛获奖，助力

升学”谣言、贩卖焦虑、

非法敛财，属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教育部门将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严 厉 打

击。

3.警惕防范资金安

全风险。参加非学科类

培训的广大学生及家长

要通过全国统一的“校

外培训家长端”APP 选

课、缴费、退费及投诉。

一次性缴费不应超过 3 个月或 60

课时及 5000 元上限，要签订 《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

文本）》，切实避免“退费难”

“卷款跑路”等风险。

4.严防电信网络诈骗。一些不

法分子通过伪造政府部门公文或

以培训机构名义，诱导学生及家长

添加QQ号或加入QQ群，以校外

培训退费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为此，再次向广大学生及家长

提醒，正规退费流程一般以原路返

还的形式退至本人缴费账号，凡退

款时附加购买商品或支付费用条

件的，都是诈骗！如有疑问，可及

时拨打110或有关培训机构主管部

门电话求证、求助。

5.共同参与社会监督。欢迎广

大学生及家长关注培训场地、设施

配置、消防安全、从业人员资质等

方面的风险隐患，可通过国务院

“互联网+督查”、教育部官网、“中

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投

诉举报渠道，举报提供违规违法问

题线索。如涉及违规收退费等消

费纠纷、消防设施器材损坏或故

障、安全出口锁闭、疏散通道被占

用堵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不健

全等问题，也可向当地消协组织、

12345市民热线投诉反映。

假期是孩子们休息调整、自主

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家长与孩子

们欢聚一堂、敬老孝亲的最佳时

机。希望广大家长朋友珍惜宝贵

祥和的时光，科学合理安排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不盲目跟风报班培

训，与孩子们共同度过美好的春

节！

（本文摘自“微言教育”微信）

学会爱的教育学会爱的教育 弥合代际差异弥合代际差异

亲子之间亲子之间亲子之间，，，如何变如何变如何变“““扫兴扫兴扫兴”””为为为“““高兴高兴高兴”？”？”？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前段时间，北京眼科医生陶勇在微博发文为女儿庆生，其中部分言论引发热议。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对“成长的仪式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部分网友认为

在孩子生日当天不停说教的行为，是“扫兴式父母”的典型表现。对此，陶勇医生做出了积极回应，表示自己会反思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随着事件发酵，关于“扫兴式父母”的讨论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家庭关系中的“扫兴”？家长如何自查，避免成为让孩子“扫兴”的爸妈？如何跨过代

沟，建立友善、和睦的亲子关系？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泸州市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主任刘绍英与大家共同探讨。

他们时刻对孩子严格要求，害怕孩

子因为一时的小成就而飘飘然，放慢了

努力向前的步伐；他们密切关注孩子，

希望孩子把时间都用在“正经事”上，每

天都要比昨天有所长进；他们用威严笼

罩孩子，不允许孩子反驳或挑战自己，

因为“小孩什么都不懂”……在《现代汉

语词典》中，“扫兴”一词用于形容“正当

高兴时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而兴致低落”

的心情，衍生到“扫兴式父母”，即指那

些坚信“爱之深，责之切”，擅长给孩子

“泼冷水”的家长。

以一篇引发网友共鸣的小学生作

文《我的爸妈》为例，“他们睡我就得

睡，他们醒我就得醒。在家嫌我烦，

出门嫌我花钱。我不说话就是哑巴，

我说话就是顶嘴。吃穿只和差的比，

学习只和好的比。看电视眼睛会瞎，

看手机眼睛会瞎，看书不会瞎。”充满

童真的吐槽却暴露出亲子之间的沟通

问题，许多网友表示自己也是这么长

大的，面对“扫兴的爸妈”，自己似乎

“做什么都不对”。

“家长扫兴式的行为包括过度干涉

孩子的兴趣爱好、无视孩子的

意愿和需求、过度纠正和批

评孩子的行为等。”刘绍英指

出，“扫兴行为的产生可能是

对孩子的期望过高、控制欲

过强、过于焦虑或过度保

护，以及缺乏尊重和理解

等。”借网友的调侃，刘绍英

总结了“扫兴式父母”的特

点：孩子和你分享快乐，快乐就会消

失；和你分享烦恼，烦恼就会加倍。

其实，一方面，“扫兴”并非家长的

教育目的，但种种行为却让他们给孩子

的爱中带“刺”，常常会扎伤孩子的心。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在传统

的打压式教育中，孩子必须是顺从的一

方，父母要在子女面前树立不可撼动的

权威，所以会不断‘敲打’孩子。”刘绍英

说。

另一方面，社会期望、竞争压力和

教育“内卷”可能导致一些父母过于关

注孩子的学业成绩，从而忽略了他们的

个性和兴趣；也有可能父母是在这样的

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受到自身童年

经历的影响，无法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

和需求。刘绍英指出：“每个人都会有

焦虑，作为父母，如果缺乏对自我情绪

的觉察、缺乏对自己言行的认知，会不

自觉地通过控制孩子

来获得安全感，继而

形成扫兴式的家庭教

育。”

“你希望对方怎么样对待你，你

就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借由人际

关系黄金法则，刘绍英告诉家长，不

能为了追求在孩子面前的绝对权威

而忘了换位思考，孩子也是需要尊

重的。其实，如果在教育孩子时感

到受挫，恰好是家长自我觉察和自

我反思的好时机。家长可以问问自

己：最近，我的情绪状态好吗？此刻

面对孩子，我观察到了什么？我真

正的感受是怎样的？我有没有带着

对其他事情的不满来看待孩子？很

多时候，家长的冷静与理智是处理

好问题的关键，一个“泰山崩于前而

色不变”的家长更容易被孩子信赖。

以成人的视角俯视孩子是行不

通的，有的时候，孩子懂的并不比成

人少。刘绍英建议家长掌握一些教

育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用尊重、信

任、理解的方式，更好地倾听孩子的

心声。同时，她还与家长分享了4个

沟通小妙招，分别是眼中有人、心中

有爱、脑中有方和口中有度。

“眼中有人”是把孩子当作一个

成人来尊重，在乎他当下的体验和

情绪。“心中有爱”是基于爱而行动，

正确地把爱传达出去。我们能给家

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平和、精力充沛

的自己。当家长爱自己，内心充盈、

平和，也会满溢出对孩子的爱。“脑

中有方”则是提醒父母不能偷懒，需

要多多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方法，

正所谓“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

天向上”。学习的途径有很多，可以

向老师、其他家长学，可以从书本、

网络中学，也不要忘记向孩子学

习。“口中有度”需要家长掌握沟通

的技巧，有意识地练习倾听、表达的

能力，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也不会口

不择言伤到孩子，真正做到有话好

好说。

同时，刘绍英提醒，沟通与交流

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日常生活中，

孩子也常常因为贪玩或是一时任性

令父母扫兴或伤心。因此，无论父

母、子女都应该学会捕捉和体察对

方的情绪，做到换位思考，多给彼此

一些体谅与包容，接纳和爱护我们

最亲近的人。“扫不扫兴”是双方共

同决定的，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父

母也会渐渐老去，弥合差异的步伐

也需要孩子主动迈出。

扫兴式父母，给孩子“带刺的爱”

“扫不扫兴”，相互理解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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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兴式父母”的本质是代际

观念冲突，两代人在思维方式、价

值观念和权力关系等方面的差异，

聚焦于亲子关系中沟通和表达的

问题上。刘绍英表示，父母觉得自

己是出于“为你好”的目的，孩子却

认为父母的若干言行仿佛是“见不

得我好”，亲子间逐渐形成“相爱相

杀”的互动方式。

就具体情境而言，当孩子兴高

采烈地分享自己做的美食，希望得

到关注时，家长却忙于工作或埋头

玩手机，不耐烦地回一句“好好

好”，敷衍了事，甚至会说：“你看

你，把厨房弄得这么脏，还在这里

得意！”当孩子拿着自己满意的成

绩单回家，家长看到试卷上 99 分

的成绩，却责问道：“班上考100分

的同学那么多，你就考了一次 99

分，骄傲什么？”

孩子与父母分享的喜悦，一下

子被打碎了。家长不在乎的态度

搭配奚落的话语像一盆盆冷水，浇

在本应亲密的亲子关系上，让孩子

逐渐不敢抱有期待。面对父母偶

尔的关心，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感

受：“我像只路边的流浪狗，突然莫

名其妙被抱起来亲了一口。”

“敏感又自卑、配得感低、讨好

型人格、缺乏安全感……这是许多

在扫兴式家庭教育中长大的孩子

形容自己的高频词。”刘绍英说道，

“痛苦的亲子关系让孩子们一边受

伤害，一边又忍不住依赖。”即便父

母心里再怎么希望孩子好，这种

“相爱相杀”的互动方式也会对今

后的亲密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刘绍英指出，亲子关系其实是

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一方面，家长

拥有权威性，掌握了家庭场域中绝

大多数事情的解释权；另一方面，

父母对孩子有养育的责任，当父

母把孩子视作自己的所有物时，

就会想要操控他，希望孩子表现

得听话且顺从。一旦孩子违背了

这一教育意图，家长习惯性的质

问与反问就会脱口而出，“你听不

懂我说的话是不是？”“有意思

吗？”“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

总要让我强调？”

带着强烈负面情绪的对话方

式是令人恐惧的。刘绍英提醒家

长，长此以往，孩子会逐渐失去

分享欲，容易陷入内耗并丧失自

信，尽可能地避免挑战和冒险，

形成思维定式，影响自我成长。

当有一天，埋怨“扫兴式父母”

的孩子猛然发现自己也变成了扫

兴的人，也就此踏入了家庭世代

创伤的循环。

言语背后，不容小觑的破坏力

资料图片

休刊启事
《教育导报·家教周刊》1 月25日起

休刊，2月22日恢复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