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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差生”父亲的发言》引热议——

“后进生”的爸妈，你们的问题出在哪

“能用的方法都用过，
孩子还是老样子”

小晓今年7岁半，在长沙市三
角塘小学上二年级，成绩不大好就
算了，还淘气得很，导致很多同学
都不愿跟她玩。每次开家长会，小
晓的妈妈李文奇还一准被老师单
独留下来“私聊”。“可别以为孩子
这样都是我们放任自流造成的。”
李文奇称，恰恰相反，一家人为孩
子的教育问题可谓绞尽了脑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写作
业是每个学生都天经地义的事，可
小晓一到作业时间就各种‘折腾’，
喝水、上厕所、削铅笔，经常一个
小时下来还没动笔！”其实，李文奇
早从小晓3岁起就开始着意培养她
的学习兴趣，买回各种儿童读物，
每晚带着她阅读；等小晓上幼儿园
后，又每天辅导她写作业，周末带
她参加各种兴趣班……“可孩子对
于学习就是提不起劲。”

除不爱学习，小晓 还 经常 捣
蛋，如拿笔往别人衣服上乱画、偷

偷把同学的东西藏起来……每次，
李文奇都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站、
写检讨、剥夺看电视的权利、禁足
等惩罚，甚至勒令小晓把自己的东
西赔给人家。可每次老实不了几天，
小晓又会再犯。

一家人外出走亲访友时，小晓
的表现也很让李文奇头疼：“经常
霸着电视遥控器不放，或抢别人家
小孩的玩具。我每次回到家都会好
好教育她，甚至‘恐吓’她：‘以后再
不带你出门了！’她爸爸气急了还会
动手打——但都没啥效果。”

“我们家的那套没啥
特别，一般家长都会” 

已年满8岁的娇娇在长沙市大
同小学也是念二年级，学习上完全
不用父母操心，每次都能考进全班
前五名。因此，常有人向娇娇的妈
妈黄明艳讨教育儿心得。“我们家
那套（方法）真没什么特别之处，
相信一般的家长都会。非要说什么
‘心得’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从小

培养’。”黄明艳解释道，她所谓的
“培养”不是让孩子学很多特长、
上各种培训班，而是帮助孩子养成
良好习惯。

黄明艳与先生都是爱书之人，
每晚，夫妻俩都会带着娇娇进行1小
时的“睡前阅读”。最初，娇娇坚持
不了10分钟就开始各种小动作，但
黄明艳夫妇只当没看见，很快娇娇
也就不来劲了，重新捡起书默默翻
看……如今，她的阅读量已远超同
龄孩子，且已经很习惯自学。

娇娇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比
如刚上一年级时，有次把同学的课本
画得乱七八糟。黄明艳要求她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认错，并亲手将保证书交
由班主任保管。“她哭着跟我说以后
再不会这样了。”黄明艳称，从那以后
娇娇果然再没犯过类似错误。

娇娇还很爱拖拉，说教多次无
效后，黄明艳决定改变战略：早上，
因为娇娇的拖拉，出门时间晚了，娇
娇催妈妈开车快一点，黄明艳偏要
不急不慢……“迟到几次后，她洗
漱、进餐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分析

坚持的时长直接影响教育效果
供职于长沙晨光心理咨询中心

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瑞伟认为，
在培养孩子学习习惯这一问题上，娇
娇父母采取的是“消退式”的关注方
式，即有意漠视孩子初期的不耐，再
配合言传身教，让孩子自行体味阅读
的乐趣，加上坚持了足够的时间，好
习惯不知不觉地就在孩子身上生了
根；小晓妈妈也很重视孩子这一习惯
的培养，并采取了多种方式，如陪伴
读书和参加兴趣班等，但可能是因为
方式过多或坚持的时间不够，未能达
到预期效果。

行为心理学研究表明：21天以
上的重复会形成习惯；90天的重复则
会形成稳定习惯。“小晓妈妈是否花

了足够长的时间去强化孩子的良性行
为直至形成习惯呢——这点需要反
思。”曾瑞伟称。

他进一步分析，当孩子出现不良
行为时，两位妈妈的应对方式也有不
同：娇娇妈妈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满
灌法”，即一次性让孩子感到非常难
受甚至刻骨铭心，从此绝不再犯。小
晓犯错时，妈妈也会教育或惩戒，但
感觉不够令孩子印象深刻。

娇娇妈妈为纠正孩子拖拉习惯所
采取的方法尤其令曾瑞伟赞赏：“让
孩子自己去承担责任、面对相应后果，
远好过让孩子觉得你总有办法帮他收
拾残局——要知道，家长越全能，孩
子或许越无能。”

抓住孩子第一次犯错的机会施教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

证“心灵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颜屹嵩称，小晓父母的失误之处
在于未能足够重视“首因效应”，即
在孩子第一次犯错时，就要明确告知
他这样做的后果。娇娇一年级时的捣
蛋之举，其父母“必须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认错”的处罚方式很及时也很到
位。小晓父母虽采取了类似方法，但
因为没能在孩子初犯时就坚决予以制
止，导致后来的补救措施事倍功半。

孩子经常性捣蛋，李文奇的做法
其实是很多父母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并采取的应对之策，颜屹嵩认为，这
些办法可能对别的孩子有效，但实践

证实，对于小晓没有多大意义。沟通
效果取决于三要素：文字内容、语音
语调和身体语言。显然，李文奇夫妇
采取的“恐吓”、“赔偿”甚至“动手
打”等方式，并没能对症下药。很多时
候孩子之所以调皮捣蛋，其实是为引
起关注——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是
冷静对待，而不是“气急败坏”。

娇娇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过程
也并不一帆风顺，但父母选择“视而
不见”，于是她的各种“小动作”就失
去了主观上继续下去的意义。因此，
颜屹嵩总结道：“在对子女的教育中，
父母一定要掌握主动权，而不能被孩
子牵着鼻子走。”

今日女报/凤网见习记者 李旦 

近日，《家长会上一位“差生”父亲的发言》一文在网上风传，尤其文中一句“我
和孩子他妈都很关心孩子学习，也付出很多，但这不是个愉快的过程”引发很多网友共
鸣：我们付出的心力不比其他爸妈少，采用的方法也似乎差不多，为何效果天差地别？

都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家长”。那么，所谓“后进生”们的家长究竟
是错在哪呢？本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特意以两个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都差距较大的孩子
为例，请专业人士就两家家长的教育方法进行点评——或许我们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