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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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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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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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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暑假一晃而过，又到了开学季。老师在

班级群里现在提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家校共

育”的话题了。在小学里，家长“管”的孩子

一般都不怎么需要老师去“管”，而老师“管”

的都是那些家长一般不怎么“管”的孩子。这

类孩子由于家庭教育缺乏有力的配合，所以老

师管得再多，效果也未必如意，甚至还有些

糟糕。所以，家长配合好学校、老师，更利

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那么，开学后，家长

该如何配合学校教育孩子呢？

开学后，家长如何配合老师？当然，最重

要的是和老师保持有效沟通。每个家长都很

在意老师对自己孩子的态度，特别希望孩子

能得到老师的特殊关注。但是，教师很难像

家长一样对待每个孩子——不是由于责任心

的缘故，而是由于角色不同，关注的方式也

不同。

所以，家长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当孩子没

有受到特殊关注而产生失落感时，应保持冷

静，运用智慧做好“补台”的工作。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悄悄地与老师进行沟

通。多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上课有没有

听讲，有没有讲话，孩子和哪些孩子走得近，

以及老师对孩子的看法和建议，全面去了解

孩子。

平时，老师交代安排家长配合的工作，一

定尽力完成好。记住这句话：家长的态度，

决定老师对学生的重视程度。老师和家长，

就像两支船桨，只有双方朝着同一个方向共

同努力，才能让孩子朝我们期待的方向成长。

家长还应该多向孩子讲述自己小时侯在学

校的趣事，向孩子多传达一些自己对学校美

好的向往、美好记忆的信息，培养孩子对学

校的情感。否则，如果家长给孩子传递的都

是自己多么不愿意上学、学校生活多么枯燥

无味等消极信息，可想而知孩子对学校的印

象肯定不会好到哪去。

学校是孩子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殿堂，

是充满美好憧憬的一个地方，你说它不好，

就等于把孩子人生中最美好的殿堂给打破了。

教书的是老师，但育人更重要的一定是

父母。不要想着孩子进学校有老师管了，自

己就可以撒手不管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始

终是最核心的、最关键的。老师不是万能的，

老师不能保证你孩子良好的品行，老师给不

了你孩子良好的习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永远是家长最重要的事业。

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也需要

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安全。小学生的感情大多

外露，容易冲动，常常与同学发生矛盾，有

时在班上受了委屈，或犯了错误，出现不良

行为时情绪不好，家长如果此时也跟着急躁，

不冷静，甚至到学校“算账”、讨“公道”，

或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孩子，往往会因教

育孩子的问题和老师在情感上产生隔阂，发

生矛盾，这样就失去了配合的基础，对孩子

的成长也是有害无利的。如果真的涉及到所

谓的霸凌问题，及时来到学校向老师、同学

了解情况，弄清事实真相，配合老师正确处理，

理智分析原因，讨论和分析从家庭、学校两

方面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

最好的教育是：家长配合老师，老师支持

孩子，只有家长和老师肩并肩，形成一种整

合优势，孩子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开学后，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教育孩子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开学了，家校权责该如何分工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为什么学前要多认字？这几点一定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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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玫

又到入学季，常有家长问我“孩子上小学

前要不要提前认字？该认多少字？用什么方式认

字？”

我的回答是：上学前当然要认字。认多少字

合适？越多越好啊。

具体数字倒不必纠结，我们家俩娃入学前认

识多少字没计算过，但都能独立阅读绘本，在

入学后语文学习基本不用操心。

作为语文老师，很多人都以为在她们俩入学

前，妈妈下了很多功夫教认字，才有此效果。

其实不然，她们认字的途径只有一条：阅读。

 

1小女儿甜甜出生前，我们陪伴大女儿糖果的

时间和精力都很充裕，陪她亲子阅读的效果

也很显著。大约在幼儿园中班时，她就喜欢独自

看绘本，也不一定能认识多少字，结合图画边看

边猜，这是她摸索出来很好用的阅读方法。上

大班时，一次在书店买回来一本没有图画没有拼

音的纯文字书《小猪唏哩呼噜》，她一个晚上就

看完了。

糖果的学前认字已经超标了，达到了“认字

自动化”。到了甜甜这会，严格来说，都不算“亲

子阅读”，也就是把她扔书堆里，不怕不读。

甜甜出生后，我们搬了一次家，客厅里没

装电视，摆上大书柜，减少无谓的干扰。从婴

儿期开始，糖果看过的绘本一本本丢给小女儿，

这个“混世小魔王”一点也不像她姐姐那样天生

就爱看书，一开始只晓得撕书。

撕就撕呗，反正书多。撕了旧的，再买新的。

渐渐地，撕得少了，翻得多了，因为会自己看图了，

多有意思呀！

《小熊宝宝系列》《米菲兔系列》《小鸡球球

系列》……都是小女儿三岁以前最爱的书，孩

子百翻不厌。再后来，小女儿会要缠着大人讲，

在对图画感兴趣之后，又产生了对文字的渴望。

《小安娜和长叔叔》《不一样的卡梅拉》《巴

巴爸爸系列》，是小女儿上卫生间也要带着看的。

讲一遍之后，会要求第二遍、第三遍……第 N 遍，

实在受不了了，爸爸也来讲，大女儿也来讲，全

家总动员。

后来，大家忙的时候，没人管小女儿，就只

一柜子的绘本陪她。抽完这本抽那本，一晚上

下来，能扔一地的书，也不要求她看懂多少，不

吵人不烦人就行。懒妈妈这一招，还真就让小

朋友既爱上了看书，又学会了要安静做自己的事，

一举数得。当然，也会抽空陪看陪讲。

 

2奇怪的是，越不刻意教她认字，孩子兴致倒

越浓，随时随地来一句“妈妈，这是什么字

呀？”更有趣的是，她经常会搞出一些认错字的

笑话，但那正是孩子认字方法的最初获得——“妈

妈，我发现‘我’和‘找’长得很像。”

多了不起的发现，这就是形近字呀。

“妈妈，你在和‘暖暖’聊天呀？”哈，其

实是“媛媛”，这是换偏旁认字；“妈妈，杯子上

为什么印着‘妇女能烦半边天’？”她把“能顶”

认成“能烦”；“妈妈，木槿花是伟国的国花”，“魏

国”都晓得？一看，是“韩国”，反正汉字认半边，

错也错不上天。

还有各种在生活中认识的字。

女儿中班去研学旅行了一趟，看到路牌就大

叫——“妈妈，那是‘宁国’，我们上次就去那里

五彩农庄玩的。”洗澡时，放在浴缸旁边的一圈

洗发液、沐浴露、洗面奶等瓶瓶罐罐上面的字认

了个遍，过几个月再换一套，商标也都认全了。

每天带她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那几十家店

面的招牌也逐一认认。

女儿有天突然很兴奋地讲，路上有一家店

叫“四哥家”，愣是没猜出来这是卖啥的，为什

么取了这么个名字？第二天上班路上一家家琢磨，

才发现是一家叫“四哥家常菜”的饭店，后两个

字不认识，就直接省略呗。之后半个月，天天“四

哥家”“四哥家”地念着，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也算是认字的小确幸。

又有一天她冒出一句“全平二手车，行！”

这又是打哪儿听来的广告？

第二天路上让她指给我们看，原来是“金平

二手车行”，又顺便普及了一下多音字。

就这么一天天，一点点，认字中还学会了很

多知识。

 

3学前为什么要认字，这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

区。教过一些孩子，他们在入学前能识很多字，

在小学低年级成绩会比较突出。但是，如果之

前只是为识字而识字，利用死板的强化记忆来刻

意识字，孩子并不能把认识的字和形、义联系起

来去理解，也不明白自己去认识的是什么，就不

会形成“认字敏感”。

再者，这样的孩子如果在入学后没有“好钢

用在刀刃上”、把大量识字用于阅读，思维能力

和理解能力得不到提升，很大几率会出现中高

年级成绩滑坡的现象。

识字，不单纯是为了让孩子能跟上一年级的

学习，或者是为了一入学考试就能拿高分（何况

现在一年级也不考试了），而是要用在阅读上的。

识字多的孩子可以更早地进行独立阅读，能

更快地从阅读中感受到乐趣，进而能自己发现

文字的美妙，爱阅读、会阅读的概率大大增加，

这是学前认字的目的。

当然，如果错过了学前认字的这个“黄金期”，

也不用急，一年级赶紧读起来，完全来得及。

每晚陪孩子读十五分钟、读一本绘本，一学期

下来就能读上百本，一年能读两三百本，孩子一

不小心就成为“识字能手”“阅读达人”。

心动不？行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