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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发现孩子偷偷从
我的钱包里拿钱出去花，我很
担心孩子这样会不会养成小
偷小摸的坏习惯，将来“学坏”
了，为此很苦恼，我的担心是
多余的吗？

陶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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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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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桃，你好！
很多孩子小时候都有过

偷偷拿家长钱的经历，这和他
偷偷多吃一块糖或打碎一个
东西而不告诉家长一样，是一
种偶然现象，是低龄阶段的正
常现象。如果家长给孩子的
教育是正常的，孩子的心理发
育是正常的，即使这些“坏行
为”没有被家长发现，也会自
愈。

当然，如果家长发现孩子
偷偷拿钱，不要假装不知道，
而是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谈这
件事，在钱的使用上和孩子达
成共识，还要反思自己哪里做
错了，及时调整。

有些家长在金钱上对孩
子管得非常严，从不给孩子零
花钱，他们会对孩子说：“你想
买什么跟我说，只要合理，我
都给钱。”这个规定看起来没
问题，但事实上，很多情况下

“合理”或“不合理”，是家长来
判断的，根本不是孩子的想
法；而且孩子有时会有些属于
自己的小秘密不想跟家长说，
比如某个同学，尤其是异性同
学过生日，孩子想送一个小礼
物，如果他手里有一些零花
钱，就不会为难。

对孩子控制太严，显而易见的潜台词是
不信任孩子。信任不会让孩子变坏，相反，家
长看管得越紧，孩子越容易找机会偷钱。如
果孩子之所以没偷钱，仅仅是因为家长把钱
看管得非常紧，不让他有机会拿到，家长在孩
子的道德教育上至少失败了一半。孩子如果
能在自主消费上和父母取得共识，他就不需
要偷偷摸摸，没有一个孩子天性喜欢干偷偷
摸摸的事。

细节也很重要，可体现信任或不信
任。在给孩子钱时，最好放心地让孩子自
己到抽屉或父母的钱包里取出需要的钱
数，不要检查，也不要用狐疑的眼光打量孩
子是否偷偷多拿了钱。信任本身就是一种
道德教育。诚实是本性，说谎是技巧，如果
依本性能解决问题，他是不需要再动用技
巧去解决的。

另外，家庭收入要对孩子透明。并非一
定得让孩子知道存折上的具体数额，而是要
坦然让孩子知道家中的财务状况。至于具
体数额让孩子知晓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家
长自己。注意要提醒孩子，家庭财产数额是
隐私，不可以讲给外人。孩子往往乐于和父
母共同知道一桩自家的“秘密”，这样他有主
人公的感觉、被尊重的感觉。无论如何，切
不可用谎言来欺骗孩子。我认识一位家长，
她丈夫月薪1万元，但她为了防止上中学的
孩子乱花钱，就对孩子说爸爸每月只赚3000
元。本来房贷都还完了，却对孩子说还有20
万元的房贷。这样的谎话说得再天衣无缝，
孩子也能慢慢察觉出来。所以，当她说孩子
说谎、偷父母的钱出去乱花时，我一点也不觉
得奇怪。

一个人之所以会“小时偷针，长大偷
金”，多半是因为偶尔的过失被错误处理，
一直有负面能量不断输送给他。比如，有
的家长平时对孩子监督得很严，控制得很
紧，一发现孩子偷钱，立即定性为“偷”，鄙
视孩子，把孩子暴打一顿，并开始像监督
小偷一样监督孩子，一旦发现又有偷钱行
为，不但暴打，而且去学校告诉老师，让老
师做工作，或是吓唬孩子，要把他交到警
察那里……这样折腾下来，孩子离成为一
个小偷就越来越近了。

对人性的不信任，可能是家长自我心理
的一种投射，反映的是家长自身的问题。所
以，需要家长多反思自己。真正的教育准备
是完善自己，在财富教育方面也一样，不但
要求家长有好的教育理念，还需要有好的财
富观。

让你轻松督促孩子完成暑假作业

教育观观

爱心呵护呵护

■ 边玉芳

暑期已过大半，你家孩子的暑假作业进
行得怎么样了？面对不肯乖乖写作业的“熊
孩子”，有什么办法能轻松督促他们完成作
业，而且保质保量？

了解孩子写作业的常见问题，知己
知彼百“战”不殆

在讨论如何解决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
下孩子完成暑假作业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作业拖拉
这个问题最常见，很多孩子平时没有养

成良好的作业习惯，总是磨蹭到很晚才开始
写。到了暑假，一些孩子作息变得不规律，就
更容易拖延了。孩子心里想着反正暑假这么
长，明天再写也不迟，一不小心就拖到了开学
前。

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
在假期里，孩子处于放松状态，比往常更

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好不容易下决心写作
业，心思却不在作业上，板凳还没坐热，就开
始穿插各种其他事情，如上厕所、喝水、吃零
食、玩手机……几个小时下来，真正在写作业
的时间并不多，导致写作业效率很低。

作业完成质量差
很多孩子的暑假作业看起来是完成了，

但仔细检查就会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答
题不规范、字迹马虎、书面不整洁、正确率低
等。有的孩子把作业拖到了开学前，眼看着
写不完了，只好怎么简单怎么写。匆忙赶出
来的作业，难免质量不高，甚至有孩子采用

“抄答案”应付了事。这样的暑假作业，也就
失去了完成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家长该怎么办

和孩子一起制定“假期作业计划”，并督
促执行

首先，定计划为什么有用？
孩子对作业量，以及完成作业所需时间

的预估常常是不准确的。他们经常会盲目乐
观地预估自己写作业的速度，认为还有很多
时间，这也是孩子假期作业拖延的主要原
因。制定假期作业计划，可以把抽象的作业
量和作业时间具象化，让孩子明明白白地看
到自己每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量，就能对时间
有更清晰的估计。定计划还可以将看似困难
的暑假作业分解成一个个容易完成的小任
务。每个任务完成后，孩子都会获得一点信
心和成就感，可以帮孩子有效克服畏难情绪。

在假期刚开始时，家长就应协助孩子做
好计划。如果前期疏忽了这一步，临近开学
发现孩子还未动笔写作业，家长也可以用有
限的时间定计划，及时帮孩子进行“补救”。
虽然每天的任务量会多一些，但还是能减轻
面对大量任务无从下手的恐慌，并让孩子明
白晚写不如早写，要为自己的拖延负责。

那么，“假期作业计划”具体怎么制定？
第一步，帮孩子准备一个“假期作业计划

本”。计划本应包括假期作息时间表、每天需
要完成的任务量和时间安排等内容，并在商
量的前提下，与孩子共同制定具体内容。家
长要特别注意，有效可执行的计划必须做到
孩子认可，家长接受，但凡一方对计划内容不
满，勉强接受，都会影响计划长期稳定地执
行。所以，家长不要对孩子期望过高，比如希
望他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学习，一周只能放松
几小时，这对假期而言是不合理的。

第二步，将作息时间表放在计划本的第
一页，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假期作息时间表，
对睡觉、起床、吃饭、学习、玩耍、锻炼等时间
都要做好规划，既保证孩子每天完成必要的
学习任务，也要让孩子拥有充足的休息和娱
乐时间。计划也可以具有灵活性，比如每周
有一天交给孩子自己安排，不要把孩子变成
一个执行计划的“机器”。

量化每日作业，任务清晰具体。家长要
帮助孩子根据作业内容量和难度、假期安排、
作息时间等，在作业计划本上量化每天要完
成的具体任务。如数学作业多少页、语文阅
读多少篇等，按照不同的学科，分条记录。制
定计划莫贪多，如果孩子有畏难情绪，可以将
第一周安排得相对轻松些，第二周开始逐渐
增加，循序渐进。

如实标记每天的作业完成情况。每天在
计划本上标记当日任务完成情况，已完成的
内容划“√”，未完成的内容划“〇”或“×”，并
写上未完成的原因，同时将未完成的作业任
务调整到后面的作业任务中去。如果连续多
天未完成，家长要及时关注，与孩子探讨不能
完成的原因，并对计划作出调整。

第三步，家长应及时回应孩子的困难，完
成任务给予适当奖励。奖励规则要在制定计
划时就与孩子约定好。如果孩子过去没有养
成定计划的习惯，刚开始执行时，注意力可能
难以集中，甚至反悔约定，跟家长“讨价还
价”，这都是正常的。家长要重视孩子的感
受，对孩子的反应及时反馈，关心孩子遇到的
困难，并安抚情绪。坚持一段时间后，孩子便
会逐渐养成每天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

家长需要客观判断孩子的需求是否合
理，如果计划确实有问题，可以适当调整。但
不要仅因为一时心软，就无原则地自毁计划，
这会让孩子以为计划执行不执行都不要紧，
甚至觉得约定可以随便反悔，将很不利于后
续计划的执行。对于自觉性较差的孩子，家

长可以在任务完成后给予一个小奖励。建议
开始可以每天一个小奖励，当孩子完成一段
时间后，再给一个长期坚持的大奖励，帮孩子
提升完成任务的动力。

为孩子营造安静且干扰少的作业环境
良好的作业环境是孩子高效完成作业的

前提和基础。相比大人，孩子的自制力较差，
抗干扰能力较弱，容易被外界环境中的事物
吸引。所以，在孩子写作业时，家里的其他成
员要避免大声喧哗、在孩子身边来回走动；也
尽量不要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进行各种娱乐
活动，如看电视、听音乐等。尽量让那些容易
使孩子分心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以
及孩子喜欢的玩具等远离“学习小天地”。

特别要提醒家长注意，家长的过度关注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干扰。例如，孩子专
心写作业时，家长动不动就“端茶送水”“嘘寒
问暖”，或者隔几分钟就去查看进度，询问孩
子“写了多少了”……这些过度关注只会打断
孩子的思考，让孩子无法长时间将注意力集
中在作业上。

做“对”日常监督，帮孩子把好作业质量
关

孩子仅仅完成作业还不够，更重要的是
保质保量地达到学习效果。家长检查作业
时，看到错误百出，一定着急，于是就想守在
孩子身边，看着孩子写作业，还不时指出孩子
的问题，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其实是一
个误区。如果孩子写作业时，每做完一题就
有人评判“这么简单的题也算错”“你瞧瞧你
这写的什么字”……这肯定会增加孩子的心
理压力，容易产生挫败感，从而抵触和逃避写
作业。

那什么是更好的监督？
首先，监督作业不是盯着孩子写作业。

既然制定了计划，家长就要相信孩子能够自己
按计划完成任务。如果孩子到时间还没有主
动写作业的意思，家长可以简单提醒，比如：

“现在8点了，你的计划是读一篇美文。”不必唠
叨和斥责，说清楚并摆出不容商量的态度就
好。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家长不要指手画
脚，可以安静地去做自己的事情，尽量减少对
孩子的打扰，等孩子写完后再检查。如果孩子
想要家长陪伴，家长可以拿一本书，坐在孩子
旁边看，这也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其次，检查作业不是替孩子完善作业。
对待低年级的孩子：家长应重点关注写作业
态度，如字迹是否工整，写作业是否应付。家
长如果发现了作业错误，可以先说出大体范
围，给孩子一些提示，告诉孩子“这个题可能
需要你再仔细看看”，不必直接帮孩子改好告
诉他正确答案。当孩子自己找出问题时，要
及时肯定，尽量采用包容和鼓励的方式，而不
是直接批评孩子。

对待高年级的孩子：不仅要关注作业态
度，还要关注做题思路。如孩子答题时，是否
写出了中间过程，算式是否清晰等，至于计算
的结果，可由孩子自己去确认和检查。有些
孩子为了应付，在写作业时“偷工减料”。比
如作文照抄书本句子，没有自己想法；算术题
随便写个结果，没有过程……看起来好像都
做完了，但本质是敷衍了事。对于这种情况，
家长一定要严肃对待，通过日常监督，把好孩
子的假期作业质量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

■ 薛元箓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
15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
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
在思想、政治、教育、历史、
文学诸多领域，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遗存。其中，
与子女的 400 多封家书，
比肩曾国藩家书、傅雷家
书，被并列为“三大家教典
范文本”。而作为父亲的
梁启超，也因此被誉为“中
国家教第一人”。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
“中国家教第一人”之前，
其实应该加上“现代”二
字。在中国，传世的历代
优质“家训”本不少，可以
说荟萃了中国古代的家教
观。但需要分辨的是，这
些“家训”多是建立在传统
的礼法制度上，板起一副
专制大家长的面孔，以不
平等的姿态对晚辈施以

“训诫”。以今天的教育理
念衡量，古代家教观从起
点上就走入了误区。

梁启超的家教观则恰
恰相反。它首先建立在对
传统家教观的颠覆上，通
过“家书”而非“家训”，把
自己在教育理念上的心
得，融化在对子女的父爱
中，并通过平等交流的方
式，赋予了梁氏家教观全
新的面貌。胡适曾以“生

平自许，中国新民”评价梁启超，这个“新”字，
不仅是梁启超毕生的思想追求，在家教观上
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足当“现代中国家教第
一人”的美誉。

在梁启超与子女的家书中，有个细节不
容忽视，就是对孩子的爱称，辑录如下：“大宝
贝”“娴儿”“宝贝思顺”“baby思顺”“顺儿”“老
白鼻”“庄庄”“小宝贝”“忠忠”“达达”“六六”

“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甚
至，他还给孩子们起了“外号”。这样亲昵的
表达，放在今天属于家长的日常，但在100多
年前，却难以想象，非有对父爱足够的认知和
表达的勇气而不得。梁启超对传统家书称谓
格式的改变，打破了家书中封建家长历来的
威严形象，是梁氏家教观“现代”化的第一
步。他与子女的交流，正是起步于这种用父
爱营造的欢乐、宽松、平等、自由的表达氛围，
并逐渐形成全新的“智、情、意”平衡发展的家
教理念。

坊间常聚焦于梁氏家族的“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才俊”，以为这才是梁氏家教的成功标
志。这种唯结果论，反映的还是传统的诗书
传家的家教观，既无创新，也并非梁启超的本
意。恰恰相反，梁氏家教观的“现代”性，正是
表现为对功利主义教育的嫌恶，尤其推崇个
性主义和趣味主义教育，把孩子的快乐始终
置于家教的中心地位。关注梁氏家教观的家
长们，对此应该加以辨析，避免重蹈传统家教
的误区。

实际上，直到今天，如何对孩子表达真正
的父母之爱，依然是许多家长亟须补上的一
课。对比梁启超的家教观，许多家长一方面
已经敢于也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
却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功利主义思维，把家教
仅仅视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以牺牲孩
子的童年快乐换取学业上的不断加码。如
此，对孩子的爱，就形成了形式与实质的背离
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前的梁氏家教观，
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它所折射
出的“现代”性和科学性，值得人们不断咀嚼。

■ 邱海鹰 文/摄

在四川省华蓥市华龙街道沙坝村，退
休老教师姚志菊利用自己闲置的房屋建
起“爱心驿站”，义务辅导和照看假期中的
留守儿童，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姚婆
婆”。

姚志菊现年67岁，热爱教育事业的
她和丈夫经常为一些留守儿童义务辅导
学业，家中变成了“爱心驿站”。2018年
丈夫因病去世，她放弃城里的生活，决定
回到老家华龙街道沙坝村，利用闲置的房
屋，自费添置桌凳，继续发挥余热开办“爱
心驿站”。

2022年春天，华蓥市在农村实施“三
小工程”，即“小广场”“小书屋”“小讲
堂”。华龙街道把沙坝村的“三小工程”设
立在姚志菊的“爱心驿站”内，帮助配套完
善了讲台、黑板、课桌椅、照明等设施，进
一步为留守儿童和当地群众打造良好的
学习娱乐场所。

每到假期，孩子们汇聚于“爱心驿站”
学习玩耍，她有时还会给孩子煮饭吃。截
至目前，姚志菊共义务辅导了近300名留
守儿童，不少孩子现在已经毕业工作。

“这些娃娃的父母在外打工挣钱，没
时间和机会照看他们，放任自流不利于孩
子们健康成长。”姚志菊说，“我只是做了
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与这些娃娃在一起，
也能增添乐趣，丰富我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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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制定“假期作业计划”、为孩子创造安静的环境、做好日常监督

四川华蓥：

“爱心驿站”温暖童心

简单几招

▲ 暑假中，姚志菊在
“爱心驿站”给留守儿童义务
辅导学业。

▲

姚志菊与留守
儿童一起玩“老鹰捉小
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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