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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今年五岁，
聪明伶俐，但是脾气倔
强 ，自 尊 心 很 强 。 比
如，她喜欢让我和她爸
爸陪她下围棋，可她不
能输，输了就不高兴。
一次，在小提琴班，老
师请同学拉一段曲子，
她突然对旁听的我说：

“妈妈，我忘了，不会！”
接着就哭了，无论我怎
么劝她、鼓励她，她就
是不听，还说：“不想继
续拉琴了！”我担心她
将来接受不了挫折和
失败。是不是因为我
平 时 表 扬 她 太 多 了 ？
我该怎么做？

吴昕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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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莉，北 京 师 范

大学教育硕士、“尹建莉父母

学堂”首席导师、作家，著作有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最美的

教 育 最 简 单》《从“ 小 ”读 到

“大”》等。

A:

在游戏中学游泳 吴昕，你好！
孩子的表现，并不

是因为得到的表扬太
多内心骄傲了，恰恰相
反，很可能是她承受的
压力太多，不自信了。
这个压力就是父母对
她的完美期待。

如果父母凡事都
要求孩子尽量做到完美，她的每一个
错误都能被注意到，父母都会给予指
点，甚至批评；或者，天天刻意表扬孩
子，且有意无意地拿她和别的孩子比
较。这样的话，孩子就会一直生活在
紧张状态中，因为孩子本能地想讨父
母欢心，也本能地想成为父母心目中
的“好孩子”。

但是，一个人怎么能事事胜出、
处处完美呢？所以，孩子会下意识地
回避失败。在小提琴班哭泣，是因为
她担心自己拉得不如别人好；和爸爸
妈妈下棋输了不高兴，是因为成人的
过往评价让她太看重输赢……活在
评价中的孩子，会把一切活动都和评
价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
就是，孩子特别不能接受失败。

不能接受失败的心理如果长久
延续下去，孩子会发展出两种极端心
理，一是极度争强好胜，二是受不了
一点打击。你是否注意到，现在很多
孩子都会表现出这样两种极端倾向，
有的孩子因为受到一点挫折就不去
幼儿园、不去上学。甚至一些小学
生、中学生或大学生，有些人只是遇
到了很小的困难就选择轻生。出现
这种情况，人们会说现在的孩子抗挫
折能力太低了，误以为要多给孩子一
些挫折，或严格要求，就能提高他们
的抗挫折能力，其实，如果家长或老
师方法不当，只会让孩子心理更加脆
弱，因为打骂、批评、严格要求，还会
导致孩子更深的自卑。一个自卑的
人，不可能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他
的抗挫折能力怎么会提高呢。

当然，孩子有好胜心，是天性。作
为家长，我们应该多肯定孩子，尽力让
他们在各方面获得成就感。但一定要
把握好这个度，太多的表扬不仅廉价，
而且也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

我的观点是，不要事事评价孩
子，在生活中对孩子的批评要尽可能
少，表扬也要有所节制，因为表扬和
批评都是评价方式。不要让孩子活
在评价中，让他们无忧无虑地去做一
些事，只是乐在做事本身，既不在乎
别人做得如何，也不在乎自己做得如
何，这是最好的。即使孩子自己无意
中去跟别人比，家长也要一笑了之，
不用给孩子讲大道理，你无所谓的态
度是最好的“镇定剂”。

家长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自己不
要活在虚荣中，“实事求是”四个字是
值得时时拿来提醒我们自己的。

——武汉中小学近视防控举措观察

户外运动多一些户外运动多一些
校园校园““小眼镜小眼镜””少一些少一些

■ 新华社记者 赵建通
吴俊宽 乐文婉

书没读几年，怎么就早早戴上了
小眼镜？不仅仅是学生家长，很多人
都对校园门口“小眼镜”成群结队出没
的现象感到困惑。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年全
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经达到
53.6%。也就是说，我国儿童青少年中
每两人就有一人近视。而且受疫情影
响，近几年学生多为居家上网学习，近
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防控势在必
行。

作为全国青少年学生视力健康管
理示范区，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小学生
近视率多年来控制在全国平均水平以
下，并且探索出一套学生视力防控的
方法，在其他地区也得以移植应用。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武汉多个校园，
发现诸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户外活
动来防控近视的举措。

“人人都是运动的主角”

正值暑假，武汉校园里的体育馆
依然十分热闹。华中师大一附中光谷
汤逊湖学校的篮球、羽毛球、排球社团
的孩子们，正跟着老师练习技术动作。

暑期“离校不离管”，至于学期中，
汤逊湖学校的体育氛围则更加浓厚。
校长汪新华介绍，学校通过构建“体育
课、课后服务、学生社团”三级体系，尽

力让每个学生都拥有充足的运动时间
和机会。

汪新华说，人人都是运动的主角，
这一直是他秉持的理念。“让‘双减’政
策真正落地，保证孩子们的体育运动
时间，是近视防控非常有力的保障。”

武汉市汉铁高级中学是为数不多
定期开游泳课的高中。即使在高中学
业繁重的情况下，学校仍坚持组织学
生“阳光运动一小时”，积极开展羽毛
球、乒乓球、足球等球类运动，在保证
学生达到足够活动量的同时，也在近
视防控方面收到成效。作为近视防控
先进校，该校曾荣获“飞行员招生录取
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针对近视低龄化现象，幼儿园进
行幼儿视力健康管理同样迫在眉睫。

江汉区盛世红苗幼儿园充分利用
园内户外场地，设置23个运动区域供
幼儿开展体育锻炼，针对特色护眼的球
类运动聘请专业教练指导，多种形式的
户外锻炼让幼儿在沐浴自然阳光的同
时，强健了体魄，放松了身心和眼睛。

园长雷鸣说：“学龄前是视觉发
展、远视储备的关键时期，也是培养良
好用眼习惯的关键时期。将学生近视
防控战线前移至学龄前，正是学生近
视防控‘武汉经验’的一大亮点。”

从45分钟到40分钟的转变

除了体育课以及课后社团活动，
课上、课间也是学生视力保卫战的战

场。
课堂上，汤逊湖学校要求老师每

节课使用电子屏幕不超过12分钟，而
且每节课中要穿插一个3分钟的小游
戏、小活动，让孩子的眼睛得到休息。

“我们小学部、初中部每节课40分
钟，而不是以往的45分钟，减下来的5
分钟还给了学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放
松眼睛，进行户外活动。”汪新华说。

为了防止持续疲劳用眼，让学生
课间走出教室，不少学校在大课间活
动安排上开动脑筋、变换花样。

从汤逊湖学校的教室向外看，对
面楼墙上有两张“巨型”视力表。汪新
华介绍：“课间，各班视防员会督促同
学们走出教室活动或远眺，墙上的视
力表能帮助学生随时了解视力状况，
提醒大家关注视力健康。”

在保利南湖小学，大课间除了规
定操类项目，还进行自编的室外双人
操，并分季节进行大课间项目调整，春
夏季做操，秋冬季跑操加年级特色运
动：一年级袋鼠跳、二年级羊角球、三
年级足球运球、四年级传球接力、五年
级篮球运球、六年级跳长绳。学校每

天对大课间进行评分，定期开展大课
间评比，以丰富多彩的大课间带动每
个小课间，保证学生充分放松眼睛。

在沌口小学，竹竿舞、滚铁环、吸
盘球等阳光活动以及武术操、韵律操
等种类丰富的室外操让学生对大课间
锻炼充满期待。

变“治”为“制”

在走访的几所校园中，记者均发
现了一间陈列相似、科技感十足的屋
子——智慧化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校长
工作室。

在这个工作室内，智能视力监测
仪与数字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等设备
显得格外新奇。通过这些设施，学生
在校可随时进行视力健康自测、自检，
学生的“视力低下率”“近视率”以及

“阳光运动”“课间远眺”等数据均记录
在册，且实时数据有排名、可追溯。

据武汉青少年视力低下防制（预
防控制）中心负责人杨莉华介绍，这些
设施属于学生视力健康智慧化管理平
台的一部分。目前，武汉依托该平台
建立起市、区、校标准统一、连续动态

的学生视力健康电子档案，通过大数
据分析可以定期出具评估报告，指导
学校、班级、家长针对性开展近视防控
工作。

武汉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目前
学生视力健康管理数据已经纳入全市
学校工作的排名与考核。

据多方专家介绍，国内多地缺乏
系统性、持续性的近视防控工作模式，
大多依托当地眼科医疗机构开展工
作，工作重点更多放在对已近视人群
的干预和治疗上，学生近视防控未达
到理想效果。

武汉的近视防控举措，扭转了“重
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形成了视力健康
管理的体制体系。杨莉华介绍，武汉
采取公共事业项目管理模式，建立了
市级视力健康管理中心、区级工作站，
并组建了15支流动监测队和技术指
导队，进行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汉已协助湖
北咸宁、汉川及江西等地建立起学生
视力健康管理社会公益服务机构，以
公益服务联盟的方式推进工作，共同
维护学生视力健康。

■ 薛元箓

按传统的教育分类法，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所以能
呈鼎立之势，实仰仗于各自不可替
代的功能。而彼此之间的边界感和
适密度，也是文中的当然之意。边
界模糊、相互僭越，不仅会影响到各
自功能的独立体现和教育效应，作
用于教育客体，也必然会影响到未
成年人的成长质量。

家长会曾经是家校关系重要的
载体。这一定期召开的会议制度，
初衷是搭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信息
沟通平台。在更多情况下，家长会
履行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单向发布
信息的职责。家长会之外，家校关
系也体现于对问题学生的针对性教
育中，一般表现为教师和家长之间
一对一或一对多的谈话方式，目的
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

家长会时代的家校关系一度被
认为是松散的。一方面，家长会的
召开次数和定期性限制了家校之间
沟通的频次；另一方面，无论学校还
是家长，普遍认为学校是教育的实
施主体，学校既不愿意被外界干涉
过多，家长也乐于把教育之责尽归
学校。所以，家长会时代的家校关
系，虽有松散之嫌，但边界清晰，结
构稳定。

进入数字时代后，这一传统的
家校关系被打破了。原有的家长会
模式，让渡给全新的通信社交组

群。新技术被运用于家校沟通，显然具备即时、高
频、互动、无时空限制等压倒性优势，对于密切家
校关系，随时掌握学生在家和在校的情况，发挥着
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此类通信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家校
联系中，家校关系逐渐呈现出过度亲密甚至彼此
越界的现象。一方面，家长会以不同方式干预学
校教育；另一方面，教师则经常把家长视为学校教
育的一部分，分派给他们大量的学校教育任务。
这种热络的家校互动，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
对学生造成了心理重压。全时空无死角的“监
督”，羁绊了本应该无忧无虑的成长。

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曾表示，“家校通”等通
信工具所制造的焦虑，与教育内卷化互为因果。
对家校教育边界的逾越，扭曲了家校关系。他认
为，如何构建和保持恰当的家校关系，是很大的命
题。厘清恰当的、合适的家校关系的前提，是回归
家庭教育的独特功能，即：“发现孩子与众不同的
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
自我实现。”

或许，教育服务于竞争，还是竞争服务于教
育，是人们在基于现实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的
一个话题。在社会竞争普遍提前介入教育领域的
时候，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优劣输赢概念的侵
蚀和伤害，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成人社会需要主
动履行的义务。而在各种资源竞争或假想的资源
竞争面前，家庭教育尤其需要站出来，发挥自己的
独特功能，抵消外界的焦虑压力，还孩子以无忧无
虑的快乐童年。毕竟教育的原貌，就应该是这个
样子。

教育观观

■ 沈明革

外孙安安想学游泳，他爸爸太忙没有时
间。安安家楼下的院子里就有游泳池，安安天
天缠着我，让我教他学游泳。

“我可以答应教你游泳。”我字斟句酌地说，
“你争取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自己能在水里游一
段。但是你每次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完成学习
计划。”我慎重地考虑了这件事，还看了许多辅
导儿童学习游泳的资料。在我的计划里，教孩
子学习游泳，第一步先帮助孩子克服对水的恐
惧心理。

正式下水这一天，安安跟着我一步步走进
水里，有点紧张，但还算淡定。

“第一课，我们只学一个动作，就是深深吸
一口气屏住，然后把脸没到水里，再把气慢慢吐
出来。”我做了三次示范，安安说看明白了。但
是，孩子的脸一碰到水就急忙抬起头来，一边咳
嗽一边摆手说：“水都呛到鼻子里了，太难受
了！”我耐着性子再次讲解要领，示范分解动作，
但轮到安安练习，几乎和前面几次一样，我耐着
性子问：“你为什么不敢把脸没到水里去？”

安安认真想了一下说：“我脸一没到水里就
感觉两只脚要漂起来了，手也没有地方可以抓，
心里特别害怕。”第一课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能不
能消除孩子的恐惧。“这样吧，你拉住我的手然
后再把脸没到水里。”我伸出双手让安安拉住，
多次练习之后，孩子的胆子终于大一点了。

一旦克服了恐惧心理，安安的学习就顺利
多了，第三天已经能在水下屏气三十秒，他自己
也对接下来的学习充满信心。

第二个阶段，学习水面漂浮。安安吸一口
气，弯腰在水里抱住自己的双腿，整个人就像一
个皮球似的浮在水面上。一连几次都很顺利，
安安看上去兴致很高。我心里暗暗高兴，一切
比我预计的更顺利。

“太好玩了！”安安从水中钻出来对我说，

“下一次你能把我压到水底下去吗？我很想知
道潜到水底下是什么感觉。”

安安只要玩得开心，就会有一脑袋的怪点
子。他提的这个要求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中，要
不要临时增加这个内容呢？

“潜水是很危险的。”我警告安安，“你就不
害怕吗？”“你看着我，一看不对赶紧把我拉起
来，你在身边我就不怕！”我答应了孩子的要求。

一次、两次，不管安安自己怎么努力，连游
泳池的底都没碰到。“有两个办法你试试，都有
一点难度。一个是你抱住我的腿一步一步地往
下爬，这个过程中不要让自己浮起来。还有一
个办法，把肺里的气都吐出来，然后头朝下，你
马上就会沉下去。”我给安安两个建议。

安安试了，果然都有困难。“我们还是回过
头来学习基础动作！”我觉得对孩子要有张有
弛，刚才轻松过了，接下去应该“收”一下。“等你
学会了在水面上游泳，再学潜水就有基础了。”

安安老老实实地按照我的要求学习新的动
作：舒展身体，伸直腿和手臂，平躺在水面上。

“我漂浮在水面上，你可以推着我前进吗？”安安
又想出新花样。在我的计划里，原来就准备结
合漂浮让孩子学习划水和蹬水的动作，但是规
范的讲解和简单重复的训练，总是让孩子觉得
索然无味。于是我趁机要求说：“我可以推着你
前进，你好好感受一下身体在水中滑行的感
觉。你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滑行
中自己划划水蹬蹬腿。”

“太好玩了！”在水中被推着滑行是安安从
来没有过的体验，这种奇妙的感觉显然让他很
享受。“你能不能再推得快一点？”“我用力推，你
再用力划水，速度一定会更快！”就在快乐的游
戏中，孩子很自然能够屏住一口气游上一段
了。在我的计划中，孩子可以学习游泳中的换
气动作了。

计划总是被不期而至的新情况打乱。一天
到游泳池，安安一眼看到游泳池的水底散落着
许多塑料玩具。“谁扔在这里的？我们去把它们
捞上来吧。”

安安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下水去，可惜三
番五次都是无功而返。“你教教我吧，怎么样才
能潜下去把玩具捞上来。”我潜下去捞起一个红
色的小房子，接下来，孩子的态度认真多了，一
遍一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你看，我能在水里翻跟头！”东西没捞到，
安安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掌握了一种新的技巧，
迫不及待地演示给我看。对孩子的这种要求，
我们做大人的最好能认真对待。我大声地喝
彩，一时间孩子更来劲了，每次成功完成一个翻
滚，你都能听到孩子自豪的笑声。

忘了潜水，忘了捞小玩具，更忘了今天要
学习游泳换气，孩子陶醉在水下翻滚中。这大
概就是家庭教育的特点吧，我们有一个方向，
一个大的计划，但是会不断地被生活中的不确
定性所干扰。关键是我们家长的坚持，在和孩
子快乐的游戏中，坚持引导孩子朝着我们既定
的方向走下去。

育儿经经

■ 管洪芬

暑假来了，读小学的儿子和在外读大学的
女儿都在家，两人偶尔会为一些小事拌嘴，比
如为了吃饭时坐的位置各不相让，姐弟俩非得
争出子丑寅卯。女儿确实在那个位置坐了好
多年，不过，从去年她去外地读大学，让弟弟就

“鸠占鹊巢”了。对此，我一边劝说女儿不该跟
小弟弟较这个真，一边给儿子戴高帽。我让儿
子坐他爸爸的位置，告诉他，爸爸这几个月因
为赶工程不在家，暂时让他坐。爸爸是一家之
主，所以他坐上了这位置，等同于“一家之主”
了。儿子还小，自然一哄就信，更何况老公虽
然一直以来脾气甚好，可在家确实也是一家之

主，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儿子听着，想着，果
真开心地挪了位。

可是，由此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儿子很
有一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架势。一家之主，
自然要管一管家里的事。家里四口人，爸爸不
在家，妈妈管不了，那只能管姐姐了。于是，姐
姐睡懒觉，他会去喊；我们都在忙事，而姐姐刷
手机，他会说姐姐赶紧好好学习；有时去“巡
视”姐姐的房间，催促姐姐注意房间整洁，勤打
扫，勤整理。女儿喊冤，说她每天整理，还催她
整理，简直是找碴。我忍不住笑，和女儿说：这
能怪谁呢？要知道小弟弟现在可是“一家之
主”，你要不服，尽可以和他换个位置，也当几
天“一家之主”试试。

女儿大了，不在乎这些虚名，于是，给足小
弟弟面子，尽量做到事事完美。我呢，慢慢地，
好像也习惯了有这样一个小人儿在边上督促
着，尽量事事以身作则。当然，我们也会给他
提要求，让他有“一家之主”的样子。还别说，
这高帽一戴，儿子表现还真特好。

拿快递，做家务，积极主动写作业，不再无
理取闹……儿子的改变，也影响着女儿。女儿
说：看他那么勤快，我都不好意思闲着。儿子
问我，自己变化这么大，爸爸回来会惊讶吗？
我笑着回他：会啊，爸爸肯定会很惊喜，因为他
会发现儿子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有责任心，也
懂担当了……这样的变化，试问哪个父母会不
喜欢呢？

8岁儿子暂代“一家之主”
我做妈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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