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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育儿路上

一路 孜 孜以求的

职场妈妈。”

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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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作业量的问题，“双减”文件讲

得很清楚，有刚性的规定 : 如小学一、二

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

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 分钟；

初中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90 分钟。

适当的家庭作业有助于孩子巩固在学校

所学的知识，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

但作业之所以异化，关键在于一些人

只是把作业作为巩固知识、提高考试成

绩的工具。所以很多家长，包括老师会不

断地给孩子增加作业量，试图简单地通

过量的增加，达到提高成绩和分数的目

的。但机械化的低水平重复刷题只会消

减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占用孩子发展社

交、运动和其他生活技能的时间和空间，

这才是要反对的。

那么，家长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做作业

呢？对于这个话题，现在也有争议，有

人认为该陪，有人认为不该陪。把三个儿

子全部送进了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博主陈

美龄给出的建议是，陪孩子做作业，直到

初中。我是很认可她这个建议的。家长

不仅要陪，还要负责任地陪。当然，这

种陪不是盯着孩子一笔一划，写错一个

字就要“河东狮吼”，而是随时为孩子提

供学习帮助，建立起好的学习习惯。

一位真正负责任的家长，应该做到：

知道孩子当天的作业内容是什么；知道孩

子最近学习哪方面的知识；知道孩子在作

业上遇到什么困难；知道孩子哪门课的知

识存在短板……这些内容看似很多很细

碎，但只有家长狠抓作业，孩子的学习质

量才有保证。你不要指望一个小学生会有

多自觉，家长不闻不问，孩子就要多敷衍

有多敷衍。从作业中，不仅能看出孩子的

学习态度，也能看出家长的重视程度。那

么，家长平时应该如何陪孩子做作业呢？

当孩子写作业时，关掉电视，放下手机，

为他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孩子遇

到问题时，先让孩子独立思考，自己解

决不了再帮忙，当孩子作业字迹潦草时，

要提出要求，督促改正。平时多加鼓励，

树立孩子认真书写的信心。

态度决定一切。孩子对待作业的态度，

就是对待学习、对待人生的态度。家长

也要重视起来，孩子的好成绩，就从做

好一份作业开始。

孩子对待作业的态度，就是对待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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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业熔断 #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父母的“不在意”，让不爱音乐的他成了世界顶级音乐大师
近日，日本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去世。中文

互联网上悼念之声不绝，曲终人未散。他最为

中国人熟悉的作品是为电影《末代皇帝》创作的

配乐，这部作品也拿下 1988 年的奥斯卡最佳

原创配乐奖。他还被王菲唱进了歌里。

作为日本顶级作曲家、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电

影配乐大师，他几乎揽遍了所有殿堂级音乐奖

项：英国电影学院奖、奥斯卡最佳配乐奖、金

球奖、格莱美奖……

但不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音乐

大师，却在他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透露，最初，

他并不是一位对音乐热爱的孩子，甚至中途还

放弃过……

A1952年，坂本龙一出生于东京。父亲是知名

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母亲则是自由设计师，

热爱现代音乐。在这样的氛围下，坂本龙一从

出生起就深受文化与艺术的熏陶，3 岁开始学习

钢琴，5 岁就创作了人生第一首曲子《小兔之歌》。

尽管从小就展露出了音乐天赋，但坂本龙一

却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透露，他最初对钢琴

并不喜爱，只是因为“母亲选择的幼儿园，碰

巧有机会弹钢琴。如果当时读的是别家幼儿园，

或许之后的人生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说不定就

不会走上音乐这条路了”。

父亲和母亲都很重视对坂本龙一的教育投

入。尽管收入不算太丰，还是为儿子买了一架钢

琴，并送他去跟德山寿子老师学音乐。但有些“奇

怪”的是，尽管父母发现坂本龙一有音乐天赋，

也积极地朝这方面培养，但他们对结果并不在意，

未曾强迫坂本龙一去做任何选择。坂本龙一说，

就拿学习钢琴来说，“不管是我还是母亲，对此都

不是很积极，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

而他自己，虽然学钢琴很早，但一直不是很

用功，甚至到初中阶段因为加入篮球队还有过

近半年的放弃。

他在书中写道：“打篮球有时候会弄伤手，

因此不适合弹钢琴的人。父母和钢琴老师当然

反对我加入篮球队，但是我还是想打球。那时

候，我满脑子只想着要受人欢迎，根本没有其

他理由。‘是要继续学音乐，还是要打篮球？好

好选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很干脆地回

答要打篮球，于是就不再去上钢琴课和作曲课。

好不容易才开始学作曲，结果没学多久就这样

放弃了。开始学作曲时，历经许多波折；要放弃

时，又是闹得鸡飞狗跳。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我真的放弃了音乐，全心投入打篮球，但是那

段日子里，我逐渐觉得自己的体内好像少了些什

么。一开始，我不知道究竟是少了什么，但是过

了一段时间后，我发觉到，少掉的东西就是音乐。

到头来，我又回去找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这

次是我自己低下头来拜托他们：‘请让我回来上

课。’那是我第一次积极主动地下定决心学音乐。

我察觉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一旦

放弃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事实。有些人离了

婚之后，又与同一个对象复婚，或许我的情况

就像是这样。自己主动去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想这应该是人生的头一遭经验。”

 

B如何面对孩子的“放弃”？坂本龙一的经历

或许对我们能有所启发。现在，越来越多

的家庭好像都能做到第一步，即给孩子尽可能

大的教育投入；第二步让孩子认识世界后，还

能够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却很少做到。

坂本龙一似乎证明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会走得

更坚定一些。

曾经看过一本书——《50 个教育法》，作者

是香港歌星陈美龄，她把三个儿子全部送进了

斯坦福大学。她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

育理念就是要让孩子去选择，学会如何做判断。

她的大儿子，在中考结束后，想自己选择高中。

并且放弃了已经考取的排名前三的学校，选择了

有骑马和野营的、排行第七的学校。换做其他

父母可能早就跳起来坚决反对，但陈美龄尊重

孩子的选择。

陈美龄认为必须从小让孩子学会判断，她

说：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判断状况，独立做出抉择，

最后对结果负责的整个过程，在培养出能做出

正确判断的孩子方面，是一项不可缺少的训练。

事实上，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她的大儿子在高

中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同时在体育、艺术等

方面有全面的发展，顺利考上斯坦福。

 

C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极有天赋的人的个

案，如果随意允许孩子放弃，不仅孩子学到

的技能会前功尽弃，也会让孩子的意志变得薄

弱，所以，有时候适当地“逼”孩子坚持一下有

好处。

但我觉得，一个人对某样东西特别感兴趣，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即便一时放下，只要那

个种子还在，当春风吹过时，它依然会生根发芽。

而父母的一味强迫，反而会让孩子滋生厌倦心

理，如同手掌中的沙子，抓得越紧，漏得越快。

比如最新的一个热搜新闻，四川一个女孩，大

学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被父母强制五年考公后

没有成功，还被骂“没出息”，最后患上了精神

分裂。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那么在放和不放之间如何找到一种平衡？我

觉得让孩子选择当然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循序

渐进地引导和放手。父母要知道孩子在各个年龄

阶段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他的认知是一个什

么样的水平，然后哪些事情他可以自己做主，一

定把这个机会给他，慢慢培养他为自己的事情做

主。当孩子小时候，可以让他自己选择穿什么衣服，

周末去哪个公园玩，暑假去哪里旅行；当孩子到

了小学高年级，可以和孩子商量要不要上补习班，

上什么补习班；当孩子到了小升初，就可以问问

孩子想上什么学校，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一个人只有了解了取舍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才

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内心的渴望，也会懂得坚持的

意义，学会自主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前段时间，常州一小学关于“作业熔断”的

话题，引发了社会的争议。校方宣布本学期启用

作业“九点熔断机制”，即超过晚上 9点无条件

停止作业，未完成的作业隔天也不用补做，目的

在于让学生拥有充足的睡眠，保障身体健康。

而随后的调查显示，68%的家长表示支持作

业“熔断”机制，但有38%的家长认为，作业“熔

断”机制可能会造成孩子故意拖延写作业时间。

那么家庭作业到底该如何布置才能发挥最

大教育功效？家长究竟该如何陪孩子完成作业？

家庭教育·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