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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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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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开学，总会有一些不想上学的娃，

这跟大人放假久了不想上班是一个状态，所

以家长们看到孩子“躺平”的样子也不必急

火攻心，一味指责教育，只会激发孩子的逆

反心理，甚至还会跟你唱反调。不如放松心

态，试着对娃多一点宽容。父母稳定的情绪，

可以给孩子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孩子以快

乐开心的心态迎接新学期，更能快速进入学

习状态。

在亲子关系和谐的前提下，家长当然可

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些准备。开学前一周，最

重要的事是帮孩子收心，恢复入学后的规律

作息状态。每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规律，

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而规律作息可以修

复身心，帮助孩子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有

助于稳定情绪，让孩子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阶段减少一些娱乐性活动，增

加一些阅读的时间和规律户外活动的时间，

让孩子的心静下来，大脑转起来。

有些孩子畏惧上学是因为寒假作业没完

成好，担心老师惩罚，那么，家长可以提前

帮孩子把寒假作业清单列出来，分门别类的

查漏补缺，把作业完成好了，孩子就能轻松

地迎接新学期了。孩子都是喜欢新鲜事物的，

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去选购一些新文具，有了

新书皮、新铅笔、新书包，孩子也会对新学

期充满期待。

新学期要有新规划，家长还可以和孩子

聊聊新学期的计划打算，看有哪门功课存在

学习障碍，需要得到帮助，哪些科目还可以

再加把劲，让孩子设立阶段性的小目标。有

了目标，孩子的学习的方向会更清晰，遇到

困难时也能主动寻求帮助。除了学习外，阅读、

运动、兴趣等也可以提前进行规划安排，做

到学习娱乐松弛有度，生活会更美好。

在解决孩子假期过于放松，开学前不想

上学的问题时，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做好管理

情绪的榜样。多一点陪伴，绝不是习惯性地

指责和抱怨孩子，同时给予具体化的指导，

而不是泛泛而谈地指手画脚，尽自己所能，

让孩子快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

临近开学，娃不想上学？用好这几招

亲子专家  ������������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寒假要结束了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寒假，妈妈 +老师是怎么“鸡娃”的？
这个寒假有点长，对我们家一个初三的娃，

一个三年级的娃来说，简直不要太舒服。说起

来恐怕没人信。要中考的姐姐，除了完成自己老

师每天布置的打卡作业，上一些主动要上的“课

外班”，剩下的时间基本都交给了睡懒觉、看各

种书、上网和同学聊天、看电影和综艺。三年级

的妹妹，日记不催就不写，朗读从来不练，能

完成本分的作业就不错了，练书法倒是比较积极，

其余时间就是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还笑得直咯

咯。什么寒假计划、每日安排，全都如浮云。对

我来说，是真心觉得她们的状态还不错，本身自

己也是昼伏夜出型，“阳康”之后，都懒得“鸡”

自己，更不想“鸡”娃。有些朋友会觉得“怎么

可能，只不过在家‘鸡’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呗！”

也会从他人嘴里听到对孩子水分严重的“学霸”

称呼。有时候，不免胡思乱想：“学霸”到底是

怎么养成的？老师和家长究竟谁更该负起教育的

责任？小学六年，我能教给孩子些什么？孩子们

最终会以怎样的姿态走出学校的大门？

站在“老师”和“妈妈”两种不同的角度去

看问题，或许会有更全面的一些考量。

作为老师，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首先，勤勉。不一定是要特别听话，但要能

努力向上，要像一株倔强的小苗，既要能承受挫

折，又有追寻阳光的决心。简单说，就是有一颗“想

去做好”的心。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当然不

是。家庭的培育起决定性的作用。孩子送到小学，

已经完成了性格塑造的大半，品质、习惯、意志

等虽还有改变的空间，但入学前六七年的影响是

很大的。最重要的是，在孩子进入小学的时候，

家庭给了他怎样的辅助和依靠，让他能以怎样的

状态开始六年的学习。

如果从幼儿时期，就鼓励孩子把自己的事做

到最好，让他学会自己动脑解决困难，让他知道

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回报，让他明白任何享

乐都不是无条件应该的，让他能从学习中获得更

高层次的快乐。进入小学之后，孩子必然是阳

光又果敢的。

其次，踏实。可以不需要高智商，但一定要

有脚踏实地的态度。但现状是，越来越多的孩子，

甚至家长，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在育儿这件事上，

太多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太多的早

教项目、培训机构让每个孩子都成为了“天才”，

也让父母们“乱花渐欲迷人眼”，越来越认不清

前方的路在哪里。所以，当有些本来资质并不佳

的孩子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时，当那些“别人

家的好孩子”在一个好习惯好习惯地养成时，老

师内心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和欣慰。

 

作为“老母亲”，我也有焦虑
就拿姐姐来说（妹妹其实也同样适用），从

小学到中学，也听过不少对她的夸赞。上小学

前，她已经可以独立阅读一本书，每天陪她看绘

本、讲故事，养成了一个“书呆子”。四周岁一过

就带她去学钢琴，因为进度飞快，五岁就参加“星

海杯”，六岁就拿了“珠江杯”的省二等奖，还

被老师誉为“前途不可限量”。但是，种种期待，

在她眼睛高度近视后均化为乌有。

只好跟自己坦诚相待：她就是一个资质平庸

的孩子，何必太累。学琴的脚步放慢，每天只练

半小时，许多迟学的同伴都在纷纷赶超，也有偶

尔的不甘和焦心闪过，尤其在比赛、表演和考

级前。有那么几次，她流着泪还不放弃练琴，于

是，我们终于达成和解，学琴，到底为什么？至

于学习，倒是没怎么操过心，是运气好吧？回头

捋捋，倒也不算。从她出生第一天，就坚持自己

带。陪她走进大自然，陪她亲子共读，陪她旅游，

陪她谈心。入学前的识字并没有刻意，就是买书、

讲书、看书，给她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让她安静、

独自享受玩耍或阅读。

很多人不相信，在上一年级之前，我从来没

教过她一个拼音（妹妹也是）。一是当时妹妹已

要出生，无暇顾及；二是我是坚决的“幼小衔接”

抵制者，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以身试法。后

来，她也很顺利地度过了学拼音这个阶段，在家

长层面，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倾听和回家后的

及时巩固。拼音虽枯燥，但没有那么可怕，孩子

获得学习的成功感，会势如破竹的。就算当时不

会，也不必纠结，总会学会的，老母亲们，还

是需要更淡定点、耐心点。二年级起，我基本

不检查她作业了，但是会每天让她自己说有什么

任务，完成了多少，等她睡后也会悄悄翻看一下，

有问题的第二天早晨立刻解决。让她始终有根弦

绷着，不认真写作业是要付出代价的，久而久之，

也就成了习惯。自己从没教过数学，小学时的数

学题都经常不知道怎么讲解，中学就更不用说了。

别说数学，上中学后，语文都没敢跟她瞎忽悠过，

作业还是得全靠自己。有家长会说：你们自己当

老师的，当然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其实哪有那

么简单，每个孩子都千差万别，老师对自己的孩子，

很多时候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细细想来，最重要的还是家庭的教育环境。

首先，父母要观点一致。在家里，教育孩子的问

题，爸爸的意见仅供参考。孩子也从小就清楚，

妈妈的话是具有权威性的，有了这份敬畏，才可

以顺利地实施引导和管理。顺其自然不是不对，

但关键时刻能否拨乱反正，才决定着他未来是

走得顺畅还是艰难。其次，必须以身作则。无论

有多困难，想到孩子在看着你呢，手机还是不刷

了吧，电视还是关了吧，火气还是控制吧，脏话

还是吞回吧。孩子的眼是“照妖镜”，很多时候，

面对成人的种种无可名状之姿态，他们虽默然无

声，内心早已通透澄明。

还有，无条件相信孩子。很多焦虑，就是源

于对不确定事情的不相信。孩子的未来会比我们

更好吗？孩子会越来越好吗？孩子会有幸福的人

生吗？孩子会快乐吗？我总是无条件相信这些问

题的答案：会的，一定会的。于是，我也无条件

相信：她们会学得好。至于这是什么程度的“好”，

那应该又是另一种洞见的智慧了。养育孩子的路

还很长，“鸡”也好，“躺”也好，只要陪着她们

一直走下去，路总是会越走越宽。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开学了，孩子居家时间长

了，早晨起不来，房间不收拾，看电视玩游戏挺

上瘾，寒假作业却没心思做……熊孩子们开学前

的窘态还上了热搜新闻——妹妹发现寒假还剩 5

天，没做的作业却还有 7 本，于是崩溃哭求姐姐。

不少家长忧心忡忡，怎样帮助孩子顺利开启新学

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