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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

孩子斗智斗勇������

家长���������������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为之，�为之�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爱��孩�爱��孩爱��孩

子成长。

编者按

精英教育和快乐教育一直是中国家长绕不开的两

扇大门，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教育理念的推进，越

来越多的年轻家长开始支持快乐教育。于是，在北京，

一群 985 毕业的妈妈们决定冒险将孩子送进“快乐学

堂”，进行“反鸡娃实践”。但很快，一部分家长又在

升学、攀比、担忧未来的重重压力下，带着孩子回到

了主流教育模式中。这个新闻被报道后，也引发了网

友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寓教于乐是教育的最高境

界；也有人觉得在激烈的竞争中，快乐教育是不现实

的；那么，快乐教育，真的可行吗？ 

 我觉得很多家长之所以把“精英

教育”和“快乐教育”对立起来，是

因为大家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把“快

乐教育”当成了“宽松教育”和“放

手教育”了。

说到快乐教育，我觉得首先要搞

清楚，什么是“快乐教育”？最为被

大家熟知的快乐教育的提出者，是英

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理论

家赫伯特 · 斯宾塞。在 19 世纪，他

便以“快乐”二字作为教育哲学的中

心思想，提出要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首先要搞明白孩子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教育最有效。经过他数年的教育实践

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证明：孩子在快

乐状态下的学习最有效。那么，如何

才能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呢？

斯宾塞认为：首先要让孩子对他

所学习的内容感兴趣，要让孩子在学

习过程中取得强烈的成就感，帮孩子

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形成强烈的自我

学习动力……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

的，是让孩子养成各种终生受益的好

习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聪明

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喜欢阅读、

会学习、有独立思考能力、深刻理解

大自然规律的人。同时要避免过度学

习和保持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要明白，快乐教育并不

是放手教育和宽松教育。快乐教育是帮

助孩子发现他的特长和兴趣，激发他内

心的潜能，寓教于乐，帮助孩子克服学

习的枯燥感，度过瓶颈期，真正体验到

克服困难后的喜悦与快乐。

一些家长过度鸡娃，让孩子恐学、

厌学、逃学，甚至有的孩子看见书就

发慌，拿起笔就哆嗦，他们已经把学

习和痛苦联系到了一起。学习失去了

应有的热情和创造力。

还有些家长呢，一味地放纵孩子，

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放任自由，

没有边界和规则意识，美名其曰“放

养”。这其实都是在教育上走极端。

实际上幸福快乐和刻苦学习并不

对立。学习的确要吃苦，但这里的

“苦”，理应是辛苦的苦，绝非痛苦的

苦！作为家长和教育者，我们要通过

顺应孩子天性发展的、更巧妙的教育

方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让他对学习

感兴趣，从而自主地去学习，哪怕是

很辛苦也愿意，并最终能从中找到、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走出误区，快乐教育不是放手教育

亲子专家  ������������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精英妈妈们的“反鸡娃实践”#

快乐教育真的可行吗？

长长的假期，孩子在家的“屏幕时间”陡然

加长，程度轻一点的，对孩子假期学习带来影响，

而程度重一些的，可能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

但是没办法，电子产品的入侵是全方位的，

在生活中无孔不入，让孩子不接触电子产品是

不可能的。对于家长们来说，最需要做到的是

控制孩子的“屏幕时间”。正在共读的《帮助你

的孩子爱上阅读》这本书，第一章写的就是“屏

幕时间”。而我作为班主任，从我们班妈妈们的

阅读感悟中，发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一

起来看看。

1程语妈妈：换位思考，感受信息技术的
美好。

为了让孩子意识到过度使用手机不好，我让孩

子去和整天沉迷于手机的爸爸交流，体验到爸爸

对她爱搭不理的感受，换位思考后，她也会觉得玩

手机不好。

但我工作也是趴在电脑前，她会说妈妈不陪

我，但不同的是，我是在工作，尤其是我把她作为

模特，带她学习摄影，当我一次次把她照片修饰好

看后，她也会要去手机修饰自己的照片了。她意识到

技术可以让生活更美好，于是学会了辩证地去思考。

在学到乐高高阶时，她把编出来的小游戏在他

爸面前炫耀，虽然还很简单，但是她已经体会到要

怎样去和信息技术相处了。我想我们不能谈虎色变，

孩子年龄小时注重保护眼睛，只能偶尔用电子产品，

在这个原则下一周一次，纸质学习为主，合理安排。

2丁亦辰妈妈：及时止损，温和而坚定地
执行规则。

当我意识到他对电子设备的依赖越来越大时，

他已经是幼儿园大班了，那时候他不大爱出门了，心

里想的、嘴里念的都是动画片，出门一会儿就会说

好无聊啊，然后想方设法地拿到屏幕设备。

后来我就想禁止了所有的电子设备，事实上这

也行不通，之后我们就开始有商量地控制他使用电

子设备的时间。庆幸的是，他算是个听话的孩子，

尤其在上小学后，当我提出上学日禁止使用所有的

电子设备时，虽然不愿意，但他也同意了，并执行

得很好。现在寒假，我们每天观看20 分钟的电视，

周末会增加一部电影。受到哥哥的影响，妹妹对这

一规则执行得更彻底，还会时刻监督家里其他人，

为了表示这一规则适用于家里所有人，大人们平时

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间也变短了，更多的时候我们

一起出去走走，一起看看书，玩玩游戏。

3陈果妈妈：充分信任，鼓励孩子自己管
理屏幕时间。

对于“屏幕时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则，

而我们家相对比较简单。家里没有电视，唯有一个

投影，因为都爱看电影，周末我们偶尔窝在一起看

一场电影，至于题材没有限制。

还有一台电脑，用于大人们平时的工作和爸爸

短暂的游戏时间，爸爸会和孩子交谈游戏人物，告

诉她怎么得到更多的金币和装备，我不知道这样好

不好，但是我知道他们彼此间有交流便很好，也不

插手。

还有一个iPad，属于孩子自己，除了上课、完

成作业以外，在属于她自己的时间里，是允许她做自

己的事情的，哪怕是玩一会儿自己喜欢的游戏，但

时间不许太长。我认同快乐阅读和娱乐性的屏幕时

间是可以共存的。

至于限定屏幕时间，在被允许的同时就说好屏

幕时间的限定，孩子毕竟是孩子，只要没有时间的限

制，她可以一直看下去的。

我有时候会故意说出孩子心里的想法：“这个

游戏真好玩，真想这样一直玩下去，然后什么都不

干。”她会笑笑说：“嗯嗯，是的，但是这样不可以的。”

其实孩子自己知道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约定变成一

种催促的时候，他们总想要再争取点被允许的时间。  

真正的限制我们没有，没有要求什么东西一定不

能放在房间，什么东西只能看多久，我们会根据情

况，让她知道时间不早了，需要赶快处理手上的事情，

感觉孩子总会长大，更多的是学会自己去对时间的

处理和控制。   

4胡一一妈妈：注重引导，陪伴孩子一起
从屏幕中学习。

在动笔之前，我首先梳理了一下我们家一天的

时间安排：早晨起床后是早餐和早读时间；中午吃

过饭会有二十分钟左右看电视的时间，十二点准时

睡午觉；晚上吃完饭后会有一个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之后回来就是复习和预习时间；最后洗澡后上床阅

读睡觉。这样算来，每天孩子的屏幕时间只有中午

短短的二十分钟，她也早已习惯，并没有过多要求，

在这点上我们的规则早已经达成共识。

有一次周末晚上在家看电视，我特意换到一档

《中华好诗词》节目，参赛选手中正好有位 8岁的

小女孩，上台落落大方并且对于主持人的提问对答

如流。看完节目后，孩子是受到一些冲击的，不由

得羡慕起来，说这个小朋友好厉害。我也顺势告诉

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诗人流传下来的好诗句太多

太多了，你要向这位优秀的小朋友学习哦！

其实孩子在屏幕前选择什么类型的节目观看，

家长是可以做一些导向的。当然，不是强制，我家

孩子一般工作日中午看什么电视可以自由选择。但是

周末，屏幕时间稍长一些，我会给她一些建议，并

陪她一起观看。

我总结这些慧妈们的做法发现，家长们都

是通过建立使用规则和引导孩子欣赏好的节目，

来控制孩子的“屏幕时间”。妈妈们都提到，规

则的建立在孩子年纪越小的时候进行越好，如

果是二孩家庭，大孩的好习惯还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到小的孩子。

所以，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做出决

定前，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多沟通。这样就

避免了很多剑拔弩张的亲子冲突的发生。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慧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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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玫

孩子沉迷“屏幕时间”，妈妈得有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