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妈简介 >>

汤玫，安徽宣城人。资深小学语文老师，曾获“市学科带头人”

“青年骨干教师”“教坛新星”等称号。喜欢用文字记录两个

女儿的成长点滴、教学中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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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说《家教条例》

湘妹子敲黑板

《家教条例》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指导督促婚
姻登记机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活动，规范和管理家庭教育服务公益类社会组织和机构。

婚姻登记机构应当对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的申请人进行家庭教育宣
传和指导。

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对收养的未成年人履行家庭教育义务，对寄
养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给予救助照
料，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情感抚慰，并向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开展婴幼儿早期发展
宣传指导，进行未成年人性与生殖健康科普教育，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做
好父母科学养育指导和家庭心理健康辅导。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信等部门应当督促媒体设立家庭教育专栏、
专题，开展公益宣传。

公安、司法行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残
联等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

编者按：
家庭教育是家事也是国事。2021年10月 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下称《家庭教育

促进法》）。新法将于 2022 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多个条文涉及妇联，特别提到要注重发挥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在湖南，《湖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下称《家
教条例》）在今年 3月1日已开始正式施行。今日女报 /凤网推出“家教条例看湖南”专题策划，看看慧妈们有哪些家庭教育的“金点子”和“巧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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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几天参加培训，中午结束推迟，

就让妹妹放学自己走回家。等接了姐

姐回到家，这个小朋友正哇啦哇啦地哭，我

一问，原来是奶奶跑去接她，害她失去了一

次独自回家的机会，又气又伤心。我很理解

小朋友的心情，当然也不能责怪老人，先安

抚娃的情绪，再委婉地告诉奶奶，让她独自

一人回家，不是贸然行事，是有考量过的。

首先，学校离家只有500 米，不用过马

路，不用走小巷，都是大路；其次，电话手

表和钥匙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她放学后自己

去拿，随时可以联系家人，我们也可以通过

手机定位知道她在哪里；另外，暑假送她

到学校上足球课，她已经独自回家过好几次。

不过，老人是怎么都不放心，也难以认同父

母的这种“不作为”，就差直说我们“懒”了。

仔细想想，我还真是个挺“懒”的妈，能不

做的坚决不做，能不管的肯定不管，遇到也

想“自强自立”的妹妹，真是一拍即合。

2懒得帮她洗澡，她就自己学会了洗

澡。尽管有时候她会“水漫卫生间”，

或是身上还有沐浴露就穿衣服了，我也不责

骂她，去收拾收拾就是了。除了两天帮她洗

一次头（其实她也会自己洗头，天冷了洗完

要吹干，便帮她做了），洗澡都是她自己完成，

放水、拿衣服、拧毛巾、擦身体、穿衣服，

一条龙搞定。

懒得帮她捡书包，她就每天自己整理书

包。尽管偶尔也会忘带书或作业，但频率极

低了。每天上床前，不用提醒，把小书包理好，

拿出来放在门口的小椅子上，第二天出门背

起就走。

懒得帮她记作业，她就只好自己记。一

年级开始用一个小本子记，二年级作业都在

学校完成，回家问她，也能一项一项说得清

楚。虽然也会有忘记作业的时候，但一整改，

也就“善莫大焉”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懒得帮她盛饭盛汤，

懒得给她夹菜倒水，懒得帮她穿衣服穿鞋

子，懒得帮她削铅笔理文具，甚至懒得帮她

检查作业。妹妹的成长都是“自助式”的，

但这正是她自己体验生活、认识世界的一种

方式。

自己盛饭，吃不完就知道下次少盛一点；

自己夹菜，就有了自主选择喜欢吃的菜的机

会；自己穿脱衣服，慢慢地就学会了怎么扣

扣子，怎么脱套头衫；自己管作业，被表扬

了更激动兴奋，被批评了印象也更深。

3姐姐正在叛逆期，横挑鼻子竖挑眼

的，你越管得勤快，她反倒越不领

情，更需要对她“懒”一点了。在祖辈看来，

这样的“懒”简直有点不负责任。怎么能让

小孩子自己干这干那呢？又是怕危险，又是

心疼，他们要的是点滴细节都安排好的妥当。

隔多长时间就要喝一次水，每天什么时

间要吃水果，哪些菜哪些肉必须要吃等等，

可能每个爱孩子的“大人”都能列出一大串。

很多孩子也的确养育得很健康，但在这个

过程中，孩子的需求往往被忽视，更容易被

无视的，还有孩子最初对规则的反抗。

比如，中午，爸爸做了冬菇汤，姐姐喜

欢吃冬菇，一气喝两碗，爸爸就高兴。妹妹

不喜欢喝，吃完饭就要下桌，爸爸非让她喝

汤，两个争执不下。这时，妈妈出来打个圆

场“妹妹自己舀汤，喝一点吧”，这样，给了

爸爸面子，也给了小朋友自主选择的权利：

可以舀点汤喝，但不用舀冬菇吃。

这样的“对抗”，在每个孩子的成长经

历中，都会不断上演。有的孩子谨慎胆小，

更容易屈服，就成了“听话的好孩子”，有

的孩子探索欲强，不愿意服从，表现出来的

就总是“不听话”。

4最近在看李竹平老师的《儿童成长

的秘密》，里面写到“枷锁中的儿童

选择”，很有意思，读来非常有感触。

  成人对孩子的“爱”和“关心”，使

得他们无时无刻不是被控制的。对生活，他

们没有获得过自主的参与和体验，也就无法

获得自我建构。推演到学习上，也是一样的

道理。班级里，总会有一些比较“弱”的孩子，

有的动手能力弱，有的思考能力弱，有的交

往能力弱，有的控制情绪能力弱。

不管是哪方面表现出来的“弱”，其根

本原因都是在于被“控制”得过多。很少或

从来没有亲自动手机会的孩子，怎么可能动

手能力强？从来不让孩子独立思考，上学后，

孩子一时间很难学会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而总习惯于跟在大人后面“被动”地和

人交往，或总是为孩子创造一个以“我”为

中心的交往空间，等孩子进入学校，也适应

不来如何和别人交往。

在孩子拿各种情绪提要求的时候，大

人没有给予过引导和帮助，或是无条件满足，

或是粗暴打压，或是不理不睬，孩子是无

法学会控制情绪，也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

情绪的。

书中写道：对孩子来说，遵守规则是成

长，二次调整策略是成长，直接挑战规则

同样是成长。如果我们明白并能理解这些，

就能看见他们的成长，也能让他们真正体验

到自己在成长。

所以，别害怕，对孩子懒一点，没关系的。

对孩子“懒”一点又何妨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