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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手记慧

头天晚上就定了闹钟，我却比闹钟起

得早。接着儿子也起来了，起来就练琴，

同一首曲子，他弹了十遍，一次也没有出错。

孩他爸是最后一个起来的，我们开始洗

漱、吃早餐……换好衣服，儿子又弹了五

遍，也都很好。然后我们就出门了。

端午刚刚过完，学区房的楼道里还

飘散着粽子的清香，邻居家奶奶干脆端着

一碗粽子坐在门口喂宝宝。

“粽”——“中”也！今天的钢琴比赛，

儿子一定能高中！

这个赛场去年去过一次，那是儿子第

一次参赛，现场乌央乌央的全是和他一

般大的孩子，有从三四岁就开始学的，也

有和儿子一样才学了半年的。

据说全世界学钢琴最火热的就是中

国，即便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子女学琴

的人口比例也大大超过两国的本土家庭。

仅从这样一个赛场来看，我大致觉得这

种说法是有依据的。那次大赛，儿子得了

个二等奖，后来又参加过几次大赛，拿

的却都是一等奖。渐渐地，儿子不再满

足那些个一等奖，他希望能拿第一名。

第一名意味着什么？奥运会的第一名，赛

场会奏响选手所在国家的国歌，而钢琴比

赛的第一名，按照惯例，我和孩他爸可以

穿着礼服参加颁奖晚会，我们的儿子可以

在晚会上登台表演。

所以，这一次参赛，我们的目标是：

第一名。

上午初赛，共三个赛场，抽签抽到一

赛场。照例人多、闹，都是七岁以下的孩

子，不闹才怪呢。儿子一副见多识广的样

子，不闹，坐下开始做手指操——两

只手平放在两条腿上移动敲击，心里

默默地唱谱，腿上是一架虚拟的钢琴

……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听到叫

儿子的赛号，他是 259 号，“59”——“吾

久”，我儿一定长久！

初赛顺利晋级。

按规定家长只有一人可以到现场陪

赛，儿子学琴一直是孩他爸陪练的，陪

赛自然也是他。从里面出来，孩他爸

告诉我，儿子表现得非常好，一组十个

孩子，评委独独问了他许多问题——学

了多久，指导老师是谁等等。同组的好几

个家长也围上来问了这些问题，其中一个

摇着头说：“弹得太好了！跟我们完全不是

一个层次。”我们口里谦虚着心里得意着

离开了赛场。

简单地吃了个午餐，我们开始准备下

午的决赛。

儿子有些紧张，他最崇拜的人是毛主

席，就听他不停地问他爸：“毛主席会不

会紧张？”他爸跟他讲了许多毛主席的

故事。我也紧张，都忘了看他的赛号，

我的女儿甜甜已经上三年级了，我自认是个合格的妈妈。从幼儿园开始，

我就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陪她亲子阅读，上学后又每天辅导她的作业。现在，

孩子很喜欢阅读，读书的速度很快，作文写得很不错，表达能力也很强，但语

文和数学成绩不是很好，中等偏上的样子。

老师反映，她常写错字，课文内容填空也不完全按照书上来，做过的题每

次又有新的答案。数学更是一言难尽，总是很马虎，有的应用题昨天做对了，今

天又做错。每到作业时间，我坐她旁边陪着，看着她不是这个拼音拼错了，就

是那道题看错了，一个小时的作业生生拖成三个小时都无法完成。说她不认真吧，

可她在家做作业又很认真，有自主学习的动力，可为什么成绩就是不好呢？我很

困惑。

从甜甜妈妈的来信看，我感觉甜

甜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

和培养好学习习惯，这和家长的辅导

方式有关系。有的家长陪孩子学习，

总是以“教”为主或者代替孩子去思

考，那么孩子的学习能力就会越来越

差。比如，亲子共读绘本，重点是“共

读”。一些家长只习惯性地给孩子念书，

而不善于引导孩子一起阅读和交流，

这不只剥夺了孩子的学习机会，也无

助于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孩子在学习上

天天都会遇到难题，没有学习能力的

人，即便教再多，也只会越来越“笨”。

给孩子辅导作业有几个要点家长

要注意，在孩子读一年级或二年级时，

重点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

回家后，要先做作业；作业要按时完成；

要按照课本规定格式书写、计算等等。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还适合鼓励式教

学法。即便发现有不对的地方，首先

也不要直接指出孩子的错误，而应该

先说一个大概的范畴。比如，今天的

生字还写得挺工整的，但是有一点小

小的错误，你自己先看看，是哪里写

得不对。或者是在有错误的地方给孩

子一个小标记，让孩子找出来。

在三年级以后，就要重点检查孩

子做题时的解题思路是否正确，数学

列式是否符合要求等等。可以先让孩

子自己检查一遍，等确认后你再进行

检查。培养孩子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同时培养起孩子的细心和认真学习的

习惯。

我个人特别不赞同父母辅导孩子

做作业，一旦发现孩子有错误或者是

字迹不工整就在一边帮孩子涂涂擦

擦，一边还要责怪孩子：“怎么字写得

这么难看，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在

这样的氛围下，孩子能愉快地学习吗？

辅导孩子做功课要讲究适度，要学会

引导孩子，一点点指引孩子，让孩子

相信对于每一位妈妈来说，有了孩子之后的日子，总

是一半甜蜜、一半烦恼。甜蜜于孩子成长每一天所带来的

欣喜，烦恼于孩子成长路上层出不穷的难题。今日女报“辣

妈联萌”版特开辟《辣妈研习院》栏目。邀请资深亲子专

家来为爸爸妈妈们解答育儿中的烦恼和难题。

辣妈研习院

编
者
按

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正确答案、纠正

错误。当孩子解出正确答案时，就要

给予鼓励和夸奖，增强孩子自信心。

千万不要越俎代庖，承包孩子的

家庭作业，这样不但会造成孩子的学

习成绩下降，更不利于培养孩子的自

主性，以后一遇到困难他就会想到父

母，不会自己解决问题。

10 岁左右的小朋友，好奇心非

常强烈，对于身边的一切事物都会有

一定的兴趣，光一个橡皮也可以玩上

半天。那么如何用一些科学的方式来

引导孩子去学习呢？我推荐几个小方

法可以试试。比如激励法，家长发现

孩子这次作业比上次的错题少了，就

可以给她一个小小的奖励，一起到郊

外远足，去游乐场等等。给孩子设

定一个能够激发他学习热情和动力的

小目标，他会更有兴趣参与学习。

还有“劳逸结合法”，家长给孩

子确定做每项作业的时间，但是时间

要合理些，注意劳逸结合，第二次

碰到类似的作业就适当缩短时间，并

向孩子明确地说明，做作业是自己的

事情，要自己完成。总而言之，不管

孩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多一

些耐心，不要总是责怪孩子，家长，

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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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地见他进了赛场，照例是他爸

陪赛。我站在门口等，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生怕惊到里面的儿子。其他家长看上去也

都很怪异，有一个手里提着重物，大概

是忘了放下，一直提着。我们偶尔说话，

有一搭没一搭的，声音细得像是从嗓子

的缝隙里压缩出来的，话题无非是你家

孩子几岁开始学，每天练多久，得过什么

奖等等。忽见大赛组委会的摄影师走了

过来，他冲我笑着，想起上午报到的时

候他给我儿子拍了几张照片，就问他要了

过来看。儿子今天穿了一套红色的礼服，

帅极了，而且他的脸上满满都是自信。唉！

他不得第一谁会得第一呢？

“完了！”第一眼看到儿子沮丧地从

赛场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第一名没戏

了。他弹错了一个音，想纠正，结果又弹

错了……一家人默默地离开了赛场。

孩他爸现场录了音，回家的路上，

我们一遍一遍地听，那个错音像电锯

一样割裂着每个人的神经，儿子哭得

稀里哗啦的。

“应该是个银奖。”孩他爸不乐观地

估计着。

晚上六点，我们疲惫地回到家里，

正赶上大赛网站公布获奖者名单。我们

谁也不想打开手机，挨了好长一段时间，

孩他爸说：“没有关系，银奖就银奖。”

进了网站，我们直接在银奖名单里找儿子

的名字，没有！难道连银奖都没有？孩他

爸不信，手指一划，直接到了特金奖——

本次大赛一等奖。“特金奖！儿子得了特

金奖！”孩他爸像是不相信地叫着，我和

儿子懵头懵脑地抢过手机看。

这时，大赛组委会的人给我们发来

信息要我们去领奖，再过一个小时就是

颁奖典礼，只有获得特金奖的琴童才有

资格上台领奖，当然，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可以在晚会上登台表演。我们问儿子去不

去领奖，儿子擦了擦一直流着的眼泪，问

他爸：“毛主席会不会去？”他爸“哈哈哈”

地笑出了声，道：“我儿有出息！”

儿子发誓要好好练琴。每次他坐在

琴凳上，孩他爸就一脸肃穆，我也觉得

任重而道远。我承认，我们选择了一条

艰难的道路，那么多学钢琴的孩子，你

终究又比别人强多少呢？然而，你选择了，

你就应该坚持，这是你的使命和责任。

实现音乐强国，让音乐融入人们的生活，

这才是你及万万千琴童学习钢琴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一定是文化软实

力变得同样强大。惟愿我儿心中装着国

家，怀伟人之志向！

欢迎关注凤网辣妈联萌微信公众号（ID 搜索 fengonemama 或扫描上面二
维码），给我们留言、投稿和交流，让我们一起在育儿的路上升级打怪……

天天陪孩子写作业，成绩却越来越差
倾诉：甜甜妈妈

没找对方法，孩子只会越教越“笨”

儿子一波三折的钢琴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