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2024年8月22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欧阳子益
E－mail：65252775@qq.com 家庭教育·访谈

“让孩子更优秀，关键是微习惯”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彰显。那么，怎么认
识和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呢 ? 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推出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校长妈妈说家教》，邀请知名的、优
秀的校长们，以校长、妈妈双重视角来畅聊家庭教育，以她们独有的体验、经验为家长们支上一招。

编者按

“我儿子现在在985和 211大学——

山东大学新文科 PPE 菁英班读大二，

在别人眼中他可能是‘学霸’，不过在

我看来，他的‘学霸’之路并不平坦。”

近日，长沙铁路第一中学校长刘虹分享

了她的家教故事，她坦言儿子从小到大

都很优秀，但也经历很多了挫折。

 “我记得小升初之后，他进入长沙

湘郡培粹实验中学，第一次入学考试，

语数外三科都没有及格。他那天哭了很

久，几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刘虹说，

其实儿子小学成绩很优秀，他们也从没

送儿子上过任何校外培训班，但当第一

次面对难度较高的考试和身边被提前

“鸡”过的“牛娃”时，差距一下就出

来了。儿子当时还问过爸妈“有没有后

悔没有提前送他上校外培训班”。

刘虹说，当时她是这样回答儿子的：

“我说后不后悔先不说，我不相信起点

就能决定终点。对于初中的知识，学过

的同学和没学过的同学，你们考试的内

容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学第二遍就一

定会比学第一遍学得好，关键是你怎么

去学。你的学习习惯养成得比较好，基

础也很牢固，我相信通过努力是可以去

改变的，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

鼓励完儿子后，她又陪儿子一起做

规划：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如何利用课

外的时间去奋起直追……至于为什么没

有选择送儿子到校外培训机构去突击提

高，刘虹说，他们是一步步来的，她觉

得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底层逻辑的问

题——学习习惯和学习动力。儿子在这

两方面没问题，他们觉得可以让孩子自

己先努力一把。

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儿子稳扎稳

打，勤学加巧学，在第一个学期期末就

从年级排名的末尾追到了年级前茅，三

年后，顺利考上了“长沙四大名校”之

一的长郡中学。

刘虹的儿子似乎用事实证明，不参

加校外培训同样可以获得优秀的成绩，

那么，家长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补课

是不是没有意义呢？刘虹说，并不绝对，

也要因人而异。

“不是说不能补，而是要弄清楚为

什么补。家长首先要学会做‘医生’，

先分析和诊断。补课是对症下药，要根

据孩子的需要，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不

是看到别人的孩子去补，我也要去补，

这样的补课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会让孩

子反感的，最终可能花了钱，又得不到

实际的效果。所以，诊断和规划才是补

课的前提。”

校长妈妈说家教     ：24

 故 事

“学霸”儿子并不平坦的求学路

○长沙铁路第一中学校长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长沙市德育名师工作室名师

○湖南省教育学会家庭教育研究分会

副会长

○长沙市“两学一做”先进人物

校长妈妈 刘虹

校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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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逼”孩子一把？
每个人都会有惰性，哪怕他有很强

的动力，也会遇到想放松、想放弃、想

偷懒的一些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

讲，“逼”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但

它不是目的，原则还是我们讲的，要唤

醒自驱力。如果说要“逼”的话，其实

最好的逼应该是自己逼自己，而且这种

逼是心甘情愿。

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又说不要

把孩子“逼”得太紧呢？这就是我们要

讲的“逼”的策略了。因为逼只是一个方法，

而且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任何时候

都适用，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方法。

而任何策略都是要讲究“艺术”的。

那么怎么样才“艺术”呢？从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有价值、有效果的逼，起码它要

做到正能量和高自尊。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逼孩子会把孩子

逼出问题来？是因为你在“逼”的同时

没有给予孩子高自尊，你可能逼的时候

没有尊重他的内心，没有尊重他的想法，

只是单纯去逼他，却没有告诉他，或者

让他懂得逼的前景在哪，美好愿景在哪。

还有逼的方式，可能是伤自尊的方式，

可能是情绪宣泄的方式，可能是家长制

权威制，比如“你就得听我的，没有什

么道理，必须这样 "。所以说，如果是

正能量高自尊的逼，效果多少，可能因

人而异，但我相信至少不会让孩子心理

出问题。

 

微习惯才是成为优秀的关键
我认为学习习惯包括基本习惯和微

习惯。基本习惯好，可以让孩子获得一

个中等成绩，而让孩子获得更优秀的成

绩，最关键的一定是微习惯——不是每

个人都会有的习惯，因为人和人之间是

有区别的。我在儿子读初中的时候，参

加过他们班上的一次学霸分享会，其中

一个“学霸”孩子的分享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我这次语数外遥遥领先，但我

其他科目没有考到我们班上最优秀。我

就反思我和那些优秀同学的差距是什么

呢？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差别——他们做

作业的时候是先复习，然后把书合上，

凭自己的理解和记忆再去做作业，做的

时候绝对不翻书。我做作业就喜欢边翻

书边做，怪不得我的学习效果没有他们

好”。

你看，在他这一个分享里面，就有

三个微习惯。第一个微习惯就是怎么做

作业。都是做作业，但一个小小的不同，

就可能影响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第二，

你看这个孩子反思的习惯多好。第三，

是这个孩子随时向身边的同学学习细节

的习惯。所以说，真正要想学得拔尖，

就要培养微习惯。

宝宝的成长是一个美好的过程。在宝宝和家人

互动的过程中，流动着温暖和爱，也体现了生命的神

奇、教育的力量。

《小爱日记》专栏以细腻真实的笔触，描绘一个

家庭对新成员“小爱”的呵护与喜爱，并分享有关家

庭教育的感悟。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和独特的魅力，我一直相信，自然养育是给宝宝最
好的礼物。

聆听夏天的声音
文 / 姜欣（湖南省妇联原主席）

夏天到来时，我家院子前面的池塘里热

闹非凡。莲花会在每个清晨打着灿烂的朵

儿，而青蛙和蛐蛐儿则会唱一整晚的小夜

曲，小爱的夏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打开的。

微风轻轻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小爱循着这声音，被我们扶着蹒跚地追逐

那一片飘飞的树叶。在清新的早晨或夏日的

傍晚，我们任由小爱用手挖开泥土，拔出

小草，撒开小脚丫追逐探索一切新鲜的东西。

还有小溪，不停流淌的哗哗声，好像在

弹一首欢快的曲子，又好像在讲夏天的故事。

小爱把手伸进凉凉的溪水里，感受水的抚

摸。对于一个一岁的宝宝来说，这无疑是

极度美妙的时候。

夏天里，还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暴雨的

巨大响声。那天，受台风影响，长沙下了一

天的大雨，雨水哗啦啦地扑在窗户上，小爱

在奶奶的怀里，安安静静地听着倾盆大雨

发出的声音，口里念着“滴答、滴答”，这

是因为春天时，面对温柔的细雨，阿姨跟

她念过“滴答滴答下雨了……”，而夏天的

雨却是伴着风声呼啸而来，我们告诉小爱，

这不是“滴答滴答”而是“哗啦啦啦”，慢

慢大雨变成了小雨，我们让小爱再听听“淅

沥沥”的声音，最后是雨过天晴。

小爱妈妈说：小爱，你看蓝天。小爱

竟然接一句：白云。小爱什么时候知道“蓝

天”是和“白云”在一起的？应该是我们总

是带着她去感受天空、感受大自然，并用语

言表达出来的结果。

 我们对小爱说过的话往往不经意，而

小爱却印在小脑袋瓜里了。比如说，在小爱

把自己手里的玩具或者食物分享给我们时，

我们总是对她说“谢谢”，她现在就可以很

精准地表达“谢谢”了。我们递给她东西，

她会说“谢谢”；把她从餐椅上抱起来，她

会说“谢谢”；别人夸她漂亮，她也会跟着

我们一起表示“谢谢”……

小爱妈妈也会跟小爱买很多有声的读

物，但我们深知，电子工具永远不能代替大

自然的声音和我们与她的交流。我们会专注

于每一个交流的细节，在她面前不玩手机，

不心不在焉；细心地体会她的每一个情绪，

理解她，并帮助她表达出来。她哭闹时，

小爱妈妈总是说：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抱，

但是你要把饭吃完了，妈妈才能抱；我知道

你有点不舒服，妈妈帮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好

不好？……经常的交流、丰富的词汇量、贴

心的理解和安抚，言传身教以及倾听大自然

的声音，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和独特的魅力，

我一直相信，自然养育是给宝宝最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