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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新学期家长如何走出教育子女的困局新学期家长如何走出教育子女的困局？？
一转眼，孩子们迎来了新学期。每到这时，很多家长总是忙活得焦头烂额，除了为孩子制定新学期的家庭学习

计划，还要就如何教育好孩子“深谋远虑”。那么怎样做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呢？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随着新学
期开学，又一次摆在了做父母的面前。尤其是新时代的孩子们都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随着“5G”时代的到
来，教育方式也增加了很多“智能手段”，但这也让孩子与网络及电子产品有了更密不可分的联系，更给家长新增了
许多烦恼——

网络教学、网课打卡以及与教师、同学间的沟通，让孩子更频繁地接触电子设备，家长也很难掌握孩子使用电
子产品时是在学习还是在娱乐。同时，更多碎片化的时间被用来学习，也就意味着锻炼身体的活动时间相应减少
了。无论是越来越多的“小眼镜”“小胖墩”，还是复杂的网络环境对孩子们造成的影响，都让家长对孩子的身心健
康成长有所担忧。

现如今，大多数家长们比父母辈更重视子女的教育，但大家都不是育儿专家，一知半解的教育知识让家长们面
临着更大的压力。到底怎么做才是对孩子好，仍然是许多家长心中的一道难题……

想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又怕打击孩子
的自信心；想让孩子独立自主，又担心他们
在无人之处“野蛮生长”；想教导孩子有规则
意识，又希望他们能保有质疑精神；想培养
孩子的吃苦精神、进行劳动教育、培养个人
能力，又怕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时间，无法取
得好成绩……在如何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家长总会有无数的担心和疑虑。但家长群
体不可能“人均育儿专家”，大多数的家长能
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已经不错了。如何做
才是最适合自己孩子的？这道难题没那么
好解答。

前不久一男孩在女厕安装监控以此要挟
女生的案件被曝光，男孩的家长得知儿子的
所作所为也非常的震惊。男孩的母亲说：“孩
子在日常生活中只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都
说家长要给孩子独立的空间，孩子在屋内一
待就两三个小时不出屋，我也没想到他在房
间内做着这样的事。”这位家长的话应该成为
大多数家长引以为鉴的教训，再多的想当然
都是不可取的，再多的“育儿经”、大道理，都
应建立在对孩子的认真负责。如何培养一个
身心健康、拥有良好习惯的孩子，这是所有家
长都一直在努力寻求的答案。

难题三：心理健康和性格培养之难

为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
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中
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
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
应将手机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学
校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线
等途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不得用手
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家长乔艳表示，儿
子 2020年一年的手机使用是往年的总和，她
说出了许多家长的心声：“有了手机孩子学习
确实方便了很多，但也有些过于依赖手机。
现在小学生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通知，家长
手机拍照提交作业、拍朗读背诵视频，离开家

长和手机就无法完成作业，家长、教师都忙够
呛。”显然，家长们早就有孩子带手机入校会
影响学习的担忧，教育部的通知一出，便迎来
家长教师的一片好评。但仍有很多家长表达
出了自己的顾虑：“总有各类通知要求学生通
过手机平台学习安全教育课、参与各种知识
答题和录视频等活动，还有各种APP打卡，现
在是我们想让孩子远离手机却也没条件远
离。”

不仅如此，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电
子化”作业对青少年健康的损害已远大于他所
带来的便利。家长们一直都想让孩子远离电
子产品，但除去越来越依赖手机的教育方式，
疫情期间的网络课堂教学，上级部门给学校下
发的各式任务，也都让孩子们无法远离手机。

难题一：让人又爱又怕的智能手机

网络早已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都说
“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那么“00
后”“10后”就都是在网络中成长的。网络是
孩子的第二个世界，他们和家长一样习惯了
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和与他人沟通。但网络的
边界是难控的，成年人面对网络里某些区域
的生态环境仍时有不适，而孩子们过早地暴
露在网络环境之中，随时会在家长看不到的
地方接触到不良信息、甚至遭受到伤害，如何
在网络中保护自己的孩子，也是家长们的一
块心病。

曾有家长发现女儿使用的学习软件里，
有“小黄文”“小黄漫”的广告，担心之余向教
育部门进行举报。家长杨丽丽有个爱看动画
片的儿子，她也对记者说出自己的担心：现在

的网络平台上的很多动画片都是“成人向”，
甚至有很多内容是“少儿不宜”的画面。如果
孩子不想看针对2-6岁儿童的“低龄向”动画
片，那么孩子和家长们是无法从众多动画片
中直接分辨哪些是孩子能看的。

像杨丽丽这样担心孩子的家长还有很多，
网吧刚盛行时，就有的妈妈担心孩子“学坏”，
坐在儿子旁边陪着上网，看着孩子打游戏一盯
就是两个小时。虽然国家一直致力于净化网
络环境，给孩子营造一个绿色的网络环境，但
直到现在仍有些孩子处在网暴和被网暴的状
态下。想想通过网络传播的“蓝鲸游戏”，曾导
致几百名国外青少年自杀。而这些，更是加重
了家长们对孩子使用网络安全性的担心，却只
能靠断网和举报不良信息来缓解。

难题二：如何在网络世界保护孩子

该不该让孩子补课？什么样的孩子需要补
课？别人家的孩子都补了，自家的孩子不补课，成
绩会不会被补课的孩子落下？每当谈起“补课”这
个话题，家长们的心底总是会冒出无数的问题和
止不住的焦虑。我们常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分数是决定着学生们能否考入心仪院校的
基础，一分之差带来的都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未
来。在这种竞争紧张的情况下，家长因重视学生
成绩而选择从学校课堂之外加课也就不奇怪了。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关心学
生的成绩，各种补习班开始迅速蔓延，无论线上线
下，完全挤占了学生的空闲时间，从高中、初中开
始向小学进发，甚至有幼儿园的孩子也开始上起
了各类的补习班。只要是有适龄学生的家庭，就
能看到家长们一边上班一边送孩子往返于各个补
习班的身影。孩子们也是从学校到网络，转战在
各种类型的课堂之间。

哪怕是教育部门一直在呼吁给学生减负，并
禁止在校教师给学生有偿补课；哪怕是家长们也
在心疼孩子用来学习的时长过多，甚至已经在影
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各类课外辅导依然盛行，
无论是去线下补习班接受“作业辅导”，还是在网
上听“名师辅导课”，到处都有家长们在挖空心思
给孩子找名师、求秘诀的身影。

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宝妈张红对此就有很多话

要说：“现在我家二宝也快上幼儿园了，我在考虑
是让孩子上公立幼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公立的幼
儿园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但这样知识的摄入量
会减少，孩子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玩耍。而私立幼
儿园虽然孩子没有在外面玩儿的活动时间，但大
班的孩子在班级里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各种小学的
知识。我家在公立幼儿园上课的大宝马上要念小
学一年级，别的小朋友都已经会拼音、数字和认识
很多汉字，大宝在幼儿园时并没有学习这些知
识。听说因为孩子们基本都会一年级的知识，老
师讲课会很快，到那时候大宝发现自己啥也不会
一定很伤心，我也担心老师会不会因此觉得我家
孩子太笨了？别的小朋友会不会笑话他？不想这
样，我就得带着孩子到处找补习班赶上同龄孩子
的学习进度，我很累，大宝也学得很累。”

张红这样的家长并不是个例，多少家长从小
学或是幼儿园就开始给孩子补课，只为了孩子不
要“输在起跑线上”。不止如此，成绩不理想的孩
子靠补习提升成绩，某些老师在课堂上也只挑重
点讲，其他的让孩子自主学习，遇到这种情况，自
制力差的孩子也非常需要补习班来保证他们的有
效学习时间。有家长说补课就像是在竞速，看谁
能用相同的时间上更多的补习课，否则孩子会被
同龄人落在身后。也许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不补
课了，家长和孩子们就不用这么累了。

难题四：让人爱不得又恨不得的辅助教育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高考是他们人生重
要的转折点。家长们也坚信，如果孩子能有更好
的成绩，考上更好的学校，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
源，以及含金量更高的毕业证书，会让他们未来的
人生更容易成功。无论是想迈向人生巅峰还是找
个好工作，还是被父母拿来向亲朋“显摆”，或是为
寻找配偶时“加分”，在大多数人心中，好学历代表
着更优秀和更有能力。

有社会经验的家长们普遍认识到“学历是块
敲门砖”，没有好成绩就换不来好学历。但想让孩
子有个好成绩，家长能做的并不多。即使花高额
的学费给孩子送去了补习班，也要看孩子在课堂
上有没有认真听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让天性
爱玩儿的孩子们每天守在课桌前对着书本苦读，
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严重时还会引发孩
子厌学、敌视家长等逆反心理，导致家庭关系紧
张、引发家庭矛盾。一边是家长努力赚钱养家、为
孩子大把大把地花钱，另一边是不想学、找机会就
想玩会儿的孩子，两者之间很难做到互相理解。

家长都是过来人，经历了求学时的贪玩儿和
进入社会后的竞争，难免会发出“如果当初好好学
习的话……”“如果当初父母不是心疼我，而是再
逼一逼我……”这样的感叹，而后再把“为了你们

的将来”挂在嘴边教导孩子。但指望孩子们对此
感同身受并奋而努力，显然这可能性更低。反倒
更可能是孩子听多了父母的念叨而不想与父母相
处，或是对生活在家庭里产生负罪感，从而变得自
卑和不愿与人交流。

孩子已经上大学的刘涛说自己就跟儿子曾
发生过类似的争论：他从身边人经历到名人经历
变化对比，以各种方式让孩子看到好成绩的重要
性，希望以此能让儿子为了将来多努力一下，还
跟儿子说他一定会感谢自己现在的“狠”。然而
儿子的回应却让他很无奈，儿子说：“别管什么将
来了，现在我都要活不下去了。”孩子还在上小学
的乔艳也说出了她的无奈：“二十分钟就能写完
的作业，只要你不坐一边盯着，孩子在边写边玩
一个小时都写不完；让孩子练字，写得还不如做
作业时写得好，根本达不到练字的目的；给孩子
检查作业，二十道总得错个一两道，可错的这些
题其实他都会……许多家长也是真没有办法，小
孩子没有自制力，不逼真的不会好好学习。”

其实家长也非常理解孩子不爱学习的心理，
可如果不逼着孩子、推着孩子学，就是对孩子的不
负责。但家长也不知道孩子的临界点在哪，到底
该如何掌握这个度，是很多家长心底的难题。

难题五：学习成绩面前是逼迫还是理解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言一行都在
给孩子带来影响。如果家长心怀焦虑，处处表
现着对孩子成绩的重视上，这也会给孩子带来
很大的压力。而家长的焦虑心态也会随着言行
传递给孩子，甚至成为孩子的精神负担。

人要学会取舍。为了教好孩子，家长总想
面面俱到、不留一处死角。但家长也是人，大多
数家长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很难在兼顾
家庭、事业之外，还有能力培养出一个处处优秀
的“完美”孩子。天才只是少数，家长也给不了
孩子全世界。比起想把孩子培养得处处强人
一头，不如教会孩子什么是脚踏实地。知道“人

外有人，天外有天”，更明白努力付出，做好自
己，就已经足够了。

家长对孩子最好的培养方式，是家长成为孩
子的好榜样。孩子的成长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
赚再多的钱留给孩子、送孩子去再多再贵的补习
班，未必有家长与孩子心灵上的一次交流更有利
于孩子成长。即使是最忙碌的家长，他们努力的
身影依然可以是孩子迈向成功的榜样。比起在
孩子面前念叨自己赚钱的不易，时刻暗示孩子理
应听话和感恩，不如把自己积极正能量的一面展
示给孩子，并带动他们一起感受努力、收获成功
以及如何正确应对失败和遗憾。

教育孩子不能走进死胡同，我们理解家长们
生怕自己做错选择影响了孩子发展，“什么样教育
对孩子最好？”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与初来世
间的孩子一样，家长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家长的
焦虑往往来自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但家长要明
白一点：如何为人父母没标准答案，家长们在教育
子女时难免会出现问题，这并不可怕、也无须如临
大敌。家长的压力与焦虑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
的负面影响，因此做家长更应放平心态。对孩子
来说，只要是真心为孩子考虑的就是最好的父
母。与其想着不能犯错、做个好家长，不如正视自
己，与孩子一起成长。

想教育好孩子，家长得先放平心态

焦聚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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