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后，家庭幼小衔接“接”什么

多子女教育需避免的几个“坑”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主编 蔡敏 责编 陈若葵 美编 张影CHINA WOMEN’S NEWS 家教6

体
罚
孩
子
算
不
算
﹃
家
务
事
﹄

“零起点”不等于“零准备”

给孩子特别的爱：
接纳ta的与众不同

我做妈妈妈妈

■ 冯永平

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余音未了，随着
国家三孩政策的实施，原本一个小太阳的
家庭，现在出现了两个或三个小太阳，621
家庭变成了622、623家庭。多子女家庭的
大量出现，多子女教育话题和问题重新摆
在每个家庭面前。

关于子女教育，自古有之，孟母三迁、
芦荻画灰、《颜氏家训》《朱子家书》，以及朱
德元帅教子故事……无不昭显中华民族始
终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
实行期间，每个家庭兄弟姐妹四五个是常
见现象。但那个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大
人们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无暇顾及子女
的教育，孩子们在拉拉扯扯中，蹒跚长大，
留下了不少教育方面的遗憾。今天的父母
和孩子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家庭教育促
进法的颁布实施，使家庭教育上升到了国
家政策法律层面，我国家庭教育事业迎来
了发展的新时期。

不过，今天的父母大多是以独生子女
角色成长起来的，不但未有兄弟姐妹家庭
的成长经历，很多人还缺乏为人父母的主
体意识，养育一个子女都勉为其难。当多
子女降临家庭，父母更感到在家庭教育方
面捉襟见肘，时常陷入家庭教育这几个

“坑”中。一是不能公平对待每个孩子；二
是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三是残存重男轻
女意识；四是没利用好孩子自我教育、同伴
互相协助互相影响的作用；五是没借力父

亲的教育力量。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

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又如：“一叶渔
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兄弟姐妹一
起嬉戏、一起劳动的欢乐场面为童年留下
了美好回忆。

多子女家庭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
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曾说
过，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上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更相像，也就是说，家庭是社会
的演练场。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提前熟悉和
演练了社会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境。

多子女家庭是幸福的，前提是，父母在
家庭教育过程中，要尽量避免误入上述所
说的几个“坑”。

秉持公平之心对待每一个孩子

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良驹识主，
长兄若父”等思想的影响，父母都认为大
孩就应该谦让弟弟妹妹；家中最小的，理
所当然被父母视作最需要被呵护的孩子，
合理的不合理的，什么要求都能优先得到
满足。父母精力有限、家庭财力有限，父
母养育过程中难保厚此薄彼、顾此失彼，
造成老小恃宠骄纵、大孩委屈不已。有的
家庭孩子之间因此发生同胞矛盾和竞争
现象。

来自父母的公平心，最关键的是让父
母保持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各种
关系的平衡。在孩子眼里，父母的安慰，
会让姐姐打消对弟弟妹妹的妒意；父母拒
绝老小索要老大的玩具，从而让哥哥觉得

被重视感到舒心；父母忙着背老幺去医
院，回头不忘给撇在家里的老大老二买一
个玩具小汽车或布娃娃，使大孩感受到被
补偿被挂念的心理。能体现父母温情和
公平心的形式或仪式，不要怕麻烦，一次
也不能少。

尊重孩子的差异

教育孩子应根据每个孩子的脾气秉性
而定。歌德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
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
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每个孩
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孩子性格倔强，压
力下更能激发斗志；有的孩子性格温和，需
要采取循循善诱教育法。比如近期某知名
健身网红，其名为小泡芙的孩子性格就属
于“软萌温和派”，声色俱厉教育法对“小泡
芙”肯定起不到教育效果，反而会让孩子因
畏缩而感到蒙圈。

一门技术培育不出万千花色品种，一
种教育方法难以顾及所有孩子的周全。承
认孩子之间的差异，肯定每个孩子都有长
处，因材施教，因人施法，有助于每个孩子

“天生我才必有用”。

摒弃重男轻女思想意识

现代的家长大都接受了先进思想文化
教育，有学问有学识、志存高远，也应该有
觉悟有信心始终秉持男孩女孩都一样的思
想，做好那些头脑中残存重男轻女封建思
想的人，尤其是孩子祖辈的说服工作，平等
对待男孩女孩，消除人为的分别心，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受来自亲人的悉心呵护，促进
孩子健康成长。

让孩子认可自我

引导孩子提高自我教育、同伴互相教
育和影响的意识和能力。父母要告诉孩
子，家庭血缘亲情友爱的珍贵，认可大孩的
能力，鼓励大孩以哥哥姐姐的角色谦让和
帮助弟弟妹妹，替父母分忧；引导老小知晓
自己之所以得到哥哥姐姐呵护，是因为血
浓于水，提醒并教育老小以哥哥姐姐为榜
样，理解、支持哥哥姐姐，不娇宠自己。其
间，父母掌握合适的“退后”时机，让大孩小
孩在相处过程中，学会自己寻找各种关系
的平衡点。

父亲要更多地参与家庭教育

不论有什么借口，都不是父亲游离于
家庭教育之外的理由。操持家务，抚育
孩子，不亲身经历的话，是无从感受个中
的辛苦和烦琐。父亲积极参与家庭教
育、参与家务劳动，有助于孩子性别角色
认同，有助于孩子秩序感、边界感的建
立；也大大减轻了妻子的家务负担，缓解
妻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融洽感情，减少
家庭矛盾发生，给孩子树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的榜样。

二孩三孩，无论哪种模式的家庭，
家庭幸福都得依靠父母们努力地寻找、
发掘。

（作者系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家庭教
育》编辑部副编审）

■ 薛元箓

歌手郑钧，12日午时自曝体罚儿
子。一时间，郑钧教育孩子的方式引
发了巨大争议。之后他试图澄清并
重新编辑，最后删除了该条微博。

磕1000个头（实际实施200个），
双盘一个小时折合500磕头（实施至
差 10 分钟完成），和威胁“打你一
顿”，这样的体罚，即便郑钧表示“请
勿模仿”，但其子“最后十分钟一直狂
喊我再也不敢撒谎了”，和“哭得跟泪
人似的”，这种基于父子关系上体罚
行为算不算是家暴？这需要我们尤
为警惕。首先，父子关系增加了弱势
方对强势方的不可违逆；其次，父子
关系增加了侵害行为与家务事的混
淆。

传统的“家务事”概念和“棒打出
孝子”概念，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的法治理念和现代文明，始终是一股
顽固的掣肘力量。直到今天，诉诸身
体的直接伤害，依然是许多家庭教育
孩子的“必要”手段。而“熊孩子”普
遍存在，又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广泛共
情的可能，以至于一个成年人对未成
年人强弱势鲜明的肢体暴力行为，却
常常被认为是“家务事”，是可以“被
理解”的行为。

现在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借父母
管教子女而发生的暴力伤害行为，都
必须被纳入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
在法律的准绳之下，只有伤害程度的
大小，不存在“家务事”与否的讨论余
地。对此，不但家长应自我警醒，甚
至周边人等也需多加小心。

影视作品中，常向人们呈现儿时
阴影对一个人的终身影响。有些时候，这种影响
还会剧变为对他人、社会的强烈报复。社会现实
表明，这不是艺术的噱头，而是可以预期同时也可
以防范的心理和行为。今天，越来越多的家长已
经意识到，给予孩子的关爱里，物质保障和心理健
康需要应受到更加平衡的对待。那么，以“家务
事”为借口的伤害未成年人行为，理应遭受态度更
加鲜明的谴责。

■ 张军霞

每周六下午女儿都去上美术课。每次下课时，
孩子都走光了，宽敞的画室里，除了老师在整理画具，
就只剩下女儿一个人还埋头在自己的画里。

起初，我因为女儿的蜗牛速度而着急，一进门
就对她说：“你也太磨蹭了！别人都画完回家了，怎
么总是剩你一个人……”

老师是个脾气温和的年轻女孩。她做出一个让
我不要打扰孩子的手势，指指女儿的画，又指指其他
同学的画，小声对我说：“糖糖（女儿的小名）是个喜欢
追求完美的孩子，她画得比别人慢，但她在画画时注
意细节，每一个花纹都画得很认真。你瞧，同样的主
题，她最后画出来的画格外细腻、饱满……”

经过老师提醒，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孩子们的画
作，发现果真如此，我发现了女儿身上的闪光点，便
不再急躁地催促，再去培训班时我带一本书，坐在
画室一角慢慢看书。女儿察觉我的变化，有一天把
画具收拾好后，搂着我的脖子说：“谢谢妈妈等我这
么久……”我也笑了：“你做事认真又专注，妈妈当
然愿意等。”

女儿开心的笑脸，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皮克斯的
一部动画短片《飘》，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天生会
飞，父亲刚发现孩子这项特殊能力，还没来得及从
惊讶中缓过神来，就发现对面的邻居们已经把儿子
当成怪物议论了。为了躲避流言蜚语，父亲把男孩
关在家里。男孩长大了，拥有漂浮超能力的他，在
家里飞檐走壁，墙上、屋顶上全是他的涂鸦。画面
中的父亲则变得憔悴、疲惫。

每次出门，父亲都将儿子全副武装起来：给他
系紧兜帽，不让邻居认出来；把足够重的石头放进
儿子的背包，阻止他飘起来；最后再拿一根绳子，一
端绑在儿子的背包上，一端自己牵着。如此严防死
守下，父亲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看到游乐
场里其他小孩愉快地荡秋千、玩滑梯时，男孩按捺
不住，扔下背包开心地飞了进去。

父亲粗暴地揪住儿子往外拉。孩子委屈极了，
他奋力挣扎。忍无可忍的父亲终于爆发，对儿子怒
吼：“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整部短片中唯一的这句
台词，击碎了孩子的心。小男孩变得安静了，他把自
己包裹在衣服里，闭上眼睛，脸上泪流满面。所幸的
是，在短片最后，男孩的父亲终于放下所有的包袱和
压力，接纳儿子的与众不同，任由他发挥天性。

为人父母，难免对孩子有所期望。但是，期望
不等于现实。当你发现自己的孩子在某一方面与
众不同时，不要急躁，静下心来观察、思考，去发现

“不同寻常”背后的另一面，因势利导。也许孩子未
来要走的路与你希望的完全不一样，但那是属于孩
子自己的风景，值得被接纳，更值得我们给予特别
的Ta一份特别的爱。

■ 陈若葵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活动以“幼小衔接，我们在行动”为主题，自
5月20持续到6月20日。

幼小衔接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但对
每一届小学新生家长来说，却又都是个绕
不过去的坎儿。“双减”政策实施后，幼儿教
育“小学化”得到有效遏制，学前班的热度
被大大降低了，幼儿园大班孩童流失渐少，
孩子们得以继续享受最后的幼儿园时光。
但是，焦虑情绪依然在很多家长中蔓延，上
网课、请家教、攒班请老师到家中开设小课
堂或亲自上阵，教授孩子拼音、汉字、数学、
英语等内容。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也证
实了这一点，这项针对6238位家长的调查
显示，很多家长依旧对幼小衔接心存担忧、
对零起点心存疑虑，八成以上家长表示孩
子在上小学前接受过或计划接受汉字认
读、汉语拼音、英语、逻辑思维、数学计算等
学科类学习培训。有近一半的幼儿园大班
孩子每周参加学科类学习培训的时长超过
3小时，超过10%的孩子每周培训时长超
过6小时。多数家长将学习排在入学准备
的第一位，其中，“家长最担心的事”依次
为：担心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担心孩子学习
习惯不够好、担心孩子学不会拼音。

显而易见，学习为首的观念在家长们
心中难以被撼动。然而，对于即将迈入校
门的懵懂孩子来说，幼小衔接最重要的内
容是什么、怎么衔接？

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学习有后劲、能
保持持久学习热情的孩子，通常是好奇
心强、有探究精神和会学习的孩子，而这
些都属于学习品质的范畴。所谓学习品
质，是指个体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包含了决定
学习质量的关键要素，如学习态度、学习
习惯、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等，它直接影
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是终身学习
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因此，幼小
衔接，家长不可一味地以孩子“会多少”
作为评价标准。

幼儿学习有明显的不学而学的特征，
是在无意识下实现的，是感性的、随机的、
情绪化、碎片化、体验式和游戏化的学习，
是在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做好幼小
衔接，需要家长了解和尊重孩子的学习特
点，因势利导，为孩子提供一个充满支持的
生活和学习环境，关注他们的需要，激发他
们的兴趣，鼓励他们尝试、专注、思考、想
象、坚持、抗挫，引导他们与同伴沟通、合
作，从这些方面入手，有助于孩子对某一领
域产生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对
学习的专注力，并逐渐学会学习。

从培养儿童的学习品质入手，是做好

幼小衔接的关键。

引导孩子向往学校

有些父母因为孩子做口算出错、把汉
语拼音和英语字母记混、写错汉字、跳绳不
达标发脾气，或者当孩子淘气时吓唬他，

“等你上学了，再这样就会被老师罚站”“你
现在不好好学，上学后作业、考试出错，老
师罚你抄10遍”……类似的话，无疑是向
孩子传递焦虑情绪，使之内心蒙上“学习是
件很难的事”的阴影，对学校心存恐惧，对
上学产生抵触情绪。

让孩子对小学生活充满向往，是重要
的入学心理准备。父母经常带孩子到即将
入读的小学门口或围栏外看看，告诉孩子
这是他即将学习六年的地方；看看哥哥姐
姐们在里面做操、上体育课、嬉戏。在家
里，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动手制作入学“倒
计时牌”，由孩子亲手画出喜欢的图案、配

上相应的日期和倒计时天数，由孩子每天
撕掉一张。随着日期的临近，其心理准备
也会日益充足起来。

另外，还可讲讲以小学生活为内容的
故事、借助家庭游戏模拟小学生活等，这些
积极的情感体验都能有效为孩子营造良好
的氛围，激发他对学校生活的期待。

帮孩子学会自我管理

步入小学，是孩子人生的一个新阶
段。此前，家长应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渗
透“你长大了”的概念，教他独立完成力所
能及的任务，学习对自己负责而非依赖父
母或长辈，比如自己收拾书包、整理小床、
收拾桌面、穿衣服、拉拉链、系鞋带……能
做好这些小事，孩子就容易有自信，能更快
地融入正常的小学生活。

自我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守时，
小学上课时间非常严格，一旦晚到，孩子就

会被老师批评，影响班级的评比，同学也会
有意见。为此，家长首先以身作则，时间观
念强，给孩子好的示范。同时，教孩子认识
钟表；制作计划清单，设定孩子做事的时
限；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计划时间表，督促
孩子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培养孩子的倾听、专注和社交能力

倾听、沟通和专注能力是保证孩子学
习效果的基础，也是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平时交流中，家长给予孩子最大限
度地包容，认真、耐心地听孩子表达完自己
的想法，中间不插嘴、不打断，然后再回答
或说出自己的看法。从父母的言行中，孩
子能有样学样，认真倾听他人讲话。这样
的互动，能帮助幼儿更好地获取知识、表达
自己，也能学会基本的待人接物的语言和
礼仪。在孩子独立从事一项活动、做游戏
或完成一件事情时，没有孩子的邀请，家长
不要插手或打断、干扰，破坏孩子专注做事
的情境。同时，家长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
树立规则意识、同伴合作与交往意识，以及
孩子的社会性情感。

有了上述这些准备，孩子容易形成基
本的自我认同感，在集体中会找到归属感，
日后的学校生活也会更愉快。

学会阅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亲子阅读应该伴随整个幼儿阶段。随
着年龄的增长，父母选购图画书的字数比
例相应增加，也可选择一些带有汉语拼音
的图画书，但不必要求孩子认识汉字与拼
音。如果孩子对此感兴趣，顺便告知某个
字与拼音的读音。学前阅读仍以观察画
面，从中获取信息，建立画页之间的联系为
主。读后，请孩子说说书中的内容和自己
对故事、人物的看法；也可在此基础上编故
事，或设想故事的不同结局等，激发孩子的
想象力。

让孩子爱上阅读，除了父母手不释卷
外，最好能安排每天相对固定的家庭阅读
时间或亲子阅读时间，雷打不动，形成规
律，如此，易于孩子养成阅读习惯。每天的
阅读应有一定的“量”，但时间不宜过长，避
免造成视觉疲劳，如果孩子饶有兴趣，阅读
中间休息20分钟。除了读书，一家人玩文
字或数字游戏卡，来个成语接龙或数字接
龙，都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家长指导孩子学习正确的书写姿势和
握笔姿势，掌握初步的书写技能，培养孩子
良好的书写习惯，不仅有利于其书写规范，
为上学做好必要准备，也有利于孩子的身
体发育。

由此看来，“零基础”绝非“零准备”。
家长从生活、心理、社交、学习能力等方面
为孩子打好基础，就不必为孩子日后的小
学生活过度担心了。

三孩时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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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正在学习收拾书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