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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孩子，很多家长做错了 开家长会的时候，
家长们该做些什么？ 

文 /Grete DeAngelo
身为一名老师和家长，我分别有

过以这两种身份参加家长会的经历。
有的家长会确实举办得更成功一些，
由此我得出结论：事先做过充足准备
的会议会明显与众不同。我在这里再
给家长们一些小技巧，以帮助他们在
家长会上能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有益
的信息。

家长会时不要让孩子一起来（除非
这是老师特殊要求）

有时家长、老师和孩子都参加的
会议是十分有益的，比如在规划学习
技巧，安排学习或者是一些可以通过
面对面交流直接找到解决方法的时候。
但是，除非有这些目标，否则家长和老
师间是没有必要分享过多信息的。两
者之间的动态沟通有着巨大差别，因
为若是有学生在场的话，老师的交流
对象就倾向于学生。但作为老师，他
们却有一些话是只想对家长讲。

向老师询问自家孩子在社交方面
的表现

很多人反对家庭学校和网校而选
择接受学校教育，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巨大的优势：学生能够从和同龄人的日
常交流中开始学会掌握社会技能。对
其中一些孩子来说，学校带给他们的
主要压力和功课丝毫无关。到了中学，
学生们并不想过多地谈论他们的社会
生活，但老师却能够给你一些见解启
发。

带着具体问题和关注点
对老师来说，最难回答的问题莫

过于：“我的孩子在班上的表现如何？”
因为我们能交流的时间有限，我想能
够立刻知道你对孩子的关注点在哪里。

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分享一些私人
信息

有的时候家长要告诉老师，孩子
的祖父母不在了或是孩子失去了心爱
的宠物，或者是家庭环境发生了变化，
又或者是父母正在和病魔斗争。这些
信息都会对老师有所帮助，因为有时
候老师可以明显感到孩子的异常举止
却找不到困扰他们的原因。你的小孩
有是否做过听力障碍和健康问题的评
估，这些是更有必要告诉老师的关于
孩子的个人信息。

告诉老师哪些方法在家里很有效，
而哪些又是你需要得到帮助的

你可能会觉得当孩子回家的时候
你就必须自己搞定一切，但老师会有
方法让孩子在家里也继续更流畅地学
习而且一切都井井有条。如果你的孩
子早晨出门晚，晚上十点前也没有办
法完成作业，一定要请教老师，因为
你孩子的很多老师也都是为人父母的。
我很庆幸，我可以以“圈内人的视角”
来看待如何与孩子有效地相处。我很
乐意和你们分享我的观点，因为那些
快乐的并且准备充分的学生使我的工
作更有意思。

告诉老师孩子在家都喜欢做些什
么

有些家长告诉老师一些关于孩子
的非学术技能，特殊爱好，或是课堂
之外的一些热情所在。当我们老师知
道了这些之后，我就可以将这些和我
所要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联系起来，
使得课堂能够更吸引学生，帮助他们
感觉到自己参与课堂的重要性。

问问孩子哪些是他（她）们认为需
要你问老师或者要告诉老师的

老师经常会鼓励孩子有自己的主张
和立场，但有时候也不乏有些孩子害
怕跟老师谈话。这时，家长就可以充
当中间人，至少也能够促进孩子和老
师间的对话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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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家 孩 子 今 年 7 岁 了，
特别的懒，可能是小时候由
爷爷奶奶带，养成了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习惯。现在是
什么家务活都不做，别说扫
地、煮饭什么的，就连自己
的袜子都不会洗。后来，我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称，用支
付报酬的方式奖励孩子做家
务不错，于是我也就开始在
孩子身上用这一招。果然有
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
孩子五毛钱，比如扫地、煮饭、
洗袜子和内裤之类的。孩子
也做得很开心，每天回来就
把这些事情做了，然后等我
们回家汇报自己的劳动成果。
自然，最后一句肯定是要我
们给钱。我和孩子他爸爸也
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就这样一直执行下去了。但
后来，我们就发现，这样下
去不行，因为孩子开始要求“涨
薪”了，要不然他就“罢工”。
为这事，还和孩子争吵过几次，
我们跟孩子讲道理，告诉他给
钱不是目的，是为了培养你一
个好的习惯，可孩子就是不听。
现在又和以前那样，什么都不
做了。

不继续兑现奖励，
就不去幼儿园

我家姑娘刚开始读幼儿园
那会儿就是不愿意去读书，死
活不想去，不管怎么哄都不听。
后来，没办法，只好承诺她，
如果你乖乖去读书，每个星期
就去吃一顿肯德基。那个时候，
孩子小，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
一听说奖励吃肯德基就愿意去
了。大概实行了一个月以后，
我就想孩子应该已经习惯校园
生活了。于是，就开始周末不
带她去吃了，孩子发现没了奖
励，又开始继续不愿意去学校。
而且，每次出去都是必须老师
亲自来家里接，用老师的权威
来逼迫她才肯上车。

1、坐老师的座位——
体验权威感和荣誉感

2、照顾一天班里饲养
的小动物——培养孩子的责
任感

3、和他喜欢的人一起午
餐——享受自主选择的权利

4、教师给学生家长打
表扬电话——与家长分享进
步和成就的快乐

5、 排 队 时 站 在 最 前
面——享受因个人努力而获

得的荣耀
6、减少作业量——享

受因个人努力而获得的特殊
权利

7、挑选午餐音乐，让
学 生 从 家 里带 来 磁 带 或
CD——享受自主选择快乐

8、把班里的录音机带
回家一晚——享受因个人努
力而获得的特权

9、使用彩色粉笔——
享受因个人努力而获得与众

不同的荣耀
10、邀请校外嘉宾来班

里做客——享受因个人努力
而获得的荣耀

11、随时可以喝水——
享受因个人努力而获得的自
主选择和更多自由的快乐

12、随时可以用卷笔
刀——享受因个人努力而获
得自主选择和更多自由的快
乐

“‘校币’不是真正的货
币，而是针对学生在学校的
学习、行为表现等，给予类
似‘积分’的奖励，集齐
相应的校币，可以在校内拥
有举办各种活动的参与资
格。”2014 年 12 月 16 日，
佛山顺德养正学校正在小学
部三年级至六年级试行“校

币”奖励机制，该校负责
人、校币制度设计者马骉老
师介绍称，通过这种奖励方
式，能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
趣，同学们之间形成了自觉
监督。

对于马骉老师介绍的“经
验”，有家长大力点赞，认为
这种管理制度区别于以往的

评分制，给了孩子在竞争环
境下自觉学习、自我管理的
锻炼。“我赞成学校采取这
个方式，我觉得可以在不同
的学校里推广。”家长黄女士
表示。

据《南方都市报》

佛山一学校推行校币奖励方法
新闻链接》

专家在线》

奖励要注意年龄和时效性
奖励孩子是为了更好地

引导和教育，但在现实生活
中，很多家长的做法，已经
让它“变质”了，成了一种
变相的交换，你给我做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这显然是不
对的，这也会违背奖励的初
衷。

奖励也是有原则的，大
致就是以下几点：第一，在

奖励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
龄来选择不同的方式。两三
岁的孩子，可以进行物质上
的奖励。但孩子大一点的，
应该更多从实际的行动上进
行奖励，比如，一次自己买
衣服的权利等。第二，在奖
励的时候，要注重对事实的
描述，就事论事。比如，孩
子考了个第一名，那就要仅

仅就这个事情来进行奖励，
而不要牵扯到其他生活以及
习惯上来。第三，要注意奖
励的时效性，也就是说，奖
励要紧随好表现出现，及时
进行奖励，不能等孩子的热
情都没了再进行奖励，这样
就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  张玉梅

这些奖励不能有
考试考得好，奖钱又奖物

“ 你 好 好 完 成 作 业，
IPAD 给你玩半个小时。”“暑
假作业在 20 天内做完，不
然今年去海边玩就不带你
了。”学习好了就奖励物质
的方式，无疑是将孩子的努
力学习物质化了。学习的目
的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快乐，
不再是自我提升的满足，而

是获得物质奖励的手段。这
种方式即便让孩子学习进步
了，但同时也培养了孩子对
物质的狂热和唯利是图的思
维模式。

引诱孩子去做不想做的事情
“快叫阿姨，叫阿姨给

你买糖吃。”小朋友见到陌
生人时，耳边总会出现这种

声音。看似鼓励孩子讲礼
貌，培养他热情待人，但其
本身并不是个激励的行为，
更像是在贿赂小孩。当你通
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孩子去打
招呼，他接收到的信息可能
是：我本不用跟阿姨打招呼，
但她如果给我买冰激凌吃的
话，可以叫她一声。

不妨这样奖励孩子

我家故事》

有偿家务奖励，
孩子居然要“涨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