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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焦

■ 陈若葵

在如今这样快节奏的生活中，一些年轻父母不得不将孩
子送去“全托”，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享受属于自己
的一份生活，孩子也能在幼儿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
自理和独立，并在集体生活中找到更多的玩伴、学会与人相
处。

然而，孩子比成人更感性，他们更需要在亲情的温暖下、
在和爸爸妈妈友好的交流与嬉戏中长大。因此，仅有的双休
日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如何使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享受
到浓浓的亲情，维持“高含金量”的亲子关系，无疑是父母的
必修课。

全托的孩子有可能出现哪些状况

无论是3岁开始全托还是后来被送去插班的孩子，都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但是，有些孩子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仍难
以适应，会出现诸如入睡困难，咬手指、咬被子、多梦、尿床等
状况，这些孩子在家的时候大多跟妈妈一起睡，或有固定陪
睡的亲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白天还好，一到睡眠时间，就
表现出很大的不安。这样的孩子很依恋父母，他们需要父母
更多的爱和关注，来获得安全感。

全托班规律的生活，确实养成了孩子们良好的生活习
惯。表面看来，有些孩子很乖，也懂事了不少，周末回到家，
虽然也会腻在妈妈身边，或者躺在爸爸的怀里开心地大笑，
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搭积木、玩拼图、玩Ipad、看动画片，
很少黏着爸爸妈妈和自己一起玩，给人长大了、独立了的感
觉，但又隐约地透露出对父母的疏远，这是孩子内心孤独、亲
子关系趋于淡漠的体现。这样的孩子内心渴望父母的更多
陪伴，但又不知道如何与父母相处。

与乖孩子相反，有些孩子一旦出了幼儿园，就恢复了小
皇帝的身份，他们对父母提各种要求，一旦不被满足，就会发
脾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也有的孩子因此学会了跟父母讨
价还价。这样的孩子，其父母通常都对孩子有亏欠心理，总
觉得孩子在幼儿园待了5天，到周末，就该铆足了劲儿对孩子
好，而这种补偿心理，更多的是偏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买
玩具、带孩子吃喝玩乐，一句话，只要眼下能做到的，全部无
条件满足，孩子高兴，大人欢喜，一家人其乐融融。但是，孩
子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爸爸妈妈的“歉疚”，日久天长，孩子的
欲望越来越多，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导致孩子在幼儿园养成
的良好习惯在周末两天里难以延续，出现“5+2=0”的状况。

拉近亲子关系 保持家园一致

拉近亲子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就要保持良好的相处状
态，彼此的交流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父母对孩子的话题表
示出浓厚的兴趣，孩子在交流中获得安全感，并感受到爸爸
妈妈对自己的爱。

看图说话 父母了解孩子寄宿生活

3岁后开始全托的孩子，因为年龄小，语言表达能力和记
忆力有限，到了周末，他们会忘记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或想对
爸爸妈妈说的话，很难主动向家长讲述一周内身边发生的事
情，如果孩子比较内向，就更不会对父母说什么了。针对这
种情况，爸爸妈妈可以教孩子以画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父母
画一张、宝贝画一张，再各自讲讲画的是什么内容。然后，提
示孩子每天在幼儿园用画记录下想和爸爸妈妈说的话，周六

周日在家里照着画一一和父母说。这样，就不用发愁亲子之
间没有话题了。当然，在孩子说话的时候，父母务必专注地
听。

设置轻松情境 享受黄金时间

周末是寄宿幼儿和父母的黄金时间，而玩儿，最能拉近
成人与孩子之间的距离。细心观察孩子喜欢玩哪一类游戏，
必要的玩具一定要买，第一时间发现孩子的需要、满足他，家
长参与游戏，游戏中，父母尝试不断发明新的玩法，开拓孩子
的思路，目的是让他玩得尽兴；也可以由孩子确定做他喜欢
做的事，如一起看动画片、放风筝、去公园等，父母陪玩、分享
亲情时刻；还选择共同做家务、包饺子、去超市购物，请孩子
做你的小帮手。这些活动都能使孩子感觉和父母在一起的
温馨快乐，心态放松，在特定的场合也更容易触景生情，能自
然地流露出真实的想法，亲子交流比较顺畅，能更好地增进
亲子感情。

借肢体语言增进亲子间的默契

孩子需要亲密，它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就能达到心与心
的碰撞。调动起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用智慧创造出独特的
肢体语言，让你的爱顺着这些“小动作”酣畅地流淌出来，亲
子间有了默契，孩子很自然地愿意亲近父母。比如，爸爸妈
妈的亲吻、真诚地拥抱、信任的眼神、赞许地点点头，或者，他
们用力捏一下孩子的肩膀、摇摇他的手臂、微笑着轻轻刮一
下孩子的小鼻子、冲他做个鬼脸、拍拍他的脑门儿、说句悄悄
话，抑或深情地竖起大拇指，以示：“你真棒！”或“你真了不
起！”

另外，双休日也是一家人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尝
试一些温馨的活动，使孩子有可能在记忆中储存一个个美好
的瞬间，比如亲子按摩、睡前的甜言蜜语、爸爸和宝宝的恶作

剧……告诉孩子，当他在幼儿园想家的时候，可以回忆这些
有趣的事，感觉爸爸妈妈就在身边，心情会立刻好起来的。

丰富文化活动 享受精神生活

去游乐场、度假村、吃大餐……这些对于大人来说尚且
难以抗拒的享受，对孩子就更是个诱惑了。但是，与这些物
质大餐相比，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更能给孩子带来长久的快
乐，比如带孩子去博物馆参观、看一场充满人性美的动画片、
听一场音乐会、看一次画展等，更有利于触动孩子的心灵、陶
冶情操。

要和孩子重新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走
入他们的内心，亲子同喜同悲，给予孩子有力的精神支撑。
选择一个主题，全家人一起编故事，或来个家庭木偶剧表
演。在特定的情境中，孩子和父母都很容易进入角色，表达
心声，倾诉情感，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

和老师沟通 家园携手

孩子送去寄宿后，家长应多跟老师沟通，至少一周一次，
多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了解他们情绪上的波动，在教育方
面和老师达成共识，相互配合，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比如，
对于有入睡困难，咬手指、咬被子等状况的孩子，妈妈可以录
制几个孩子最喜欢听的小故事，请老师每天晚上在孩子睡觉
前放给他听，让孩子感觉妈妈就在身边。

幼儿园的作息时间、习惯养成以及一些必要的规矩，是
孩子健康成长的营养素。即便在周末，父母也别坏了规矩。
哄孩子高兴应讲究一个度，过了，就是娇纵，等于助他们在任
性、不明事理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对孩子不能“心太软”，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父母心中应有杆秤，不能答应的绝不
松口，让孩子在家和在幼儿园所受到的教育、待遇保持一致，
以便孩子的行为有章可循，避免产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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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13岁，孩子聪明、乖
巧、懂事、善解人意，动手能力
强，学习成绩也不错，时常帮妈
妈做家务，照看弟弟。他从小跟
外公、外婆生活，回到我们身边
后，孩子爸爸看不惯他的诸多生
活习惯，加上工作和生活压力，
对孩子百般挑剔，采用打压、否
定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甚至打
骂、羞辱孩子，导致孩子失去自
信。现在，孩子彻底把自己关在
房间里，不上学，不学习，不和任
何人沟通，一天只吃一顿饭。

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样
激发孩子学习动力，让孩子回
归学校呢？

薰衣草

Q:

在线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教育指导
赵春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河南省教育厅承办的国培计划和

省培计划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专家

讲师团成员、河南省平顶山市心理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A:
薰衣草，你好！

孩子不上学，不仅仅涉及
学习动力的问题，还包含如下
几种原因：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本应
是活泼好动、贪玩调皮的，尤
其是男孩子。孩子最好是和
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如果孩
子能得到爸爸妈妈更好的陪
伴，且父母夫妻感情好，每个
成长阶段的需求都能被父母
适度满足，孩子就会平稳度过
青春期，起码青春期波动不会
失控，根据您的描述，比如：乖
巧、懂事、善解人意，这些品质
很好，很讨人喜欢，符合好孩
子的标准，但是，这样的“好孩
子”是被压抑出来的，好孩子
称号背后是讨好型人格。

成熟的父母应该是孩子
的世界、保护伞、港湾和加油
站。不成熟的父母由于婴儿
期和童年期，即7岁前、特别
是 3岁前的创伤经历形成的
情结、认知和信念，以及为了
保护自己弱小生命的焦虑和
恐惧，无意识中形成了强迫性
重复模式，当他们成年后遇见
外界相应的刺激时就会把不
良情绪发泄到弱者身上。相
对来说，自己对亲人更有掌控
感，往往会毫无顾忌地把负面情绪发泄到亲人
身上，孩子是家庭最弱的，没有危险性，对付孩
子对自己更安全，所以，孩子就成了家里的替罪
羊、家庭负性情绪和压力的调节器。

孩子从小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本身就
缺少父爱、母爱，没有安全感、归属感，有被抛弃
感、焦虑感、恐惧感、孤独感和无助感，认为自己
不被认可、不被接纳、不被爱，由于情绪时常被
压抑，可能产生抑郁情结，甚至双相情感障碍，
由于情绪无法排解，有可能发展成为心因性躯
体疾病。

由于上述原因，孩子回望过去，尽是伤心、
失望；目睹眼下，满是绝望；展望未来，则是无尽
的焦虑与恐惧，孩子逐渐失去自信心、厌学、厌
世。

要想激发孩子学习动力，首先要改善家庭
环境，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父慈子
孝，家长成为孩子的榜样和偶像，让家成为孩子
的心灵花园，孩子在爱中成长，拥有饱满的爱的
滋养。

其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爱好是动力的源
泉，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是帮助孩子找到兴趣
爱好，帮助、支持、呵护孩子实现自己的愿望，享
受生命的丰盛与富足。

怎样找到孩子的兴趣？孩子做事特别投
入、忘我、享受、喜悦，踏实、有成就感和意义感，
充满激情与活力，这即是孩子兴趣的显现。找
到兴趣后，父母要帮助孩子规划实现兴趣的具
体方案与步骤，比如孩子的兴趣是成为宇航员，
父母应问问孩子当宇航员需要考什么样的大
学？考这个大学需要上怎样的高中？当下孩子
学习成绩距离进入这个高中有多大差距，具体
到各科学习，需要怎样提升？现在怎样做才可
以到达目标？

为此，父母需要和孩子一起制订学习计划，
鼓励孩子踏踏实实完成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在
学习过程中，孩子或许会有不喜欢的科目、老
师、流程、规则等，告诉孩子，这些是为了达到目
标的必经之路，是服务于目标的规定项目，就像
开车必须要经历考驾照的过程。另外，表彰奖
励可以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物质和语言激励
因人而异，父母要及时、适度地肯定、表扬、鼓
励、奖励孩子，让孩子看到自己努力的阶段性成
果，便于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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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元箓

据媒体报道，学习机又火了。不仅火，
还有了个新名称——“鸡娃神器”。有机构
预测，到2025年，学习机市场将达到千亿规
模。

所谓“鸡娃神器”，就是把“哪里不会点
哪里”的传统学习机功能，升级为“从学前
到高三的课程都开通好了”的全学科视频
课程覆盖。坊间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因应

“双减”政策的新的市场行为。不过，据“中
新经纬”报道，截至目前，教育部门校外培
训监管人士表示，“鸡娃神器”并无违规培
训之嫌，其预置课程属产品性质，不适用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尽管“鸡娃神器”提供的“超前学习”功

能规避了政策风险，但其背后蕴含的“教育
焦虑”却真实存在。从市场的响应看，“鸡
娃神器”就是许多家长弥补子女学科教育
不足的替代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教育
焦虑”下的鸡娃思维，正在侵占着家庭教育
的时间和空间。在许多家长的意识中，鸡
娃思维甚至鹊占鸠巢，变成了家庭教育的
主导观念。

认真审视“教育焦虑”，可以发现，它是
家长因自我阅历和环境经验产生的焦虑心
理作用于子女教育的反映。从个体上看，
它甚至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下的一种臆想结
果。时至今日，“教育焦虑”的主体，已经不
再是原来的“望子成龙”，而蜕变为仅仅是

“不被落下”的保守思维。而究竟什么是
“被落下”，家长们并无清晰准确的标准，只

认准了“别人有的我也要有”，从而形成了盲目的攀比心
理。

这种“教育焦虑”同样左右着许多家长的家教观。“不
被落下”不但成为以家教补偿学科教育的潜台词，甚至侵
袭了素质教育和兴趣培养这些主流家庭教育内容的初
衷。尤其在儿童兴趣的指导和选择上，许多家长不是以孩
子的兴趣为由，而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随大流”的模式，
别人学乐器我也学乐器，别人学钢琴我也学钢琴。

家庭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促进儿童的个性化发
展。这是构建多元健康社会的基石。不难想象，基于“教
育焦虑”思维的“随大流”家教模式，只会令儿童从小就失
去个性化发展的可能，将来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同质化竞
争的陷阱。这是在强调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同时，需要全
社会同步建立的一个共同意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 乐丁

坐落于重庆市北碚区的朝阳小学，拥有
150余年的厚重文化底蕴，一直以来秉承

“良师兴国 学子振邦”的办学理念，坚持
“今天的阳光少年 明天的优秀公民”的育
人目标，以美育人，构建育人新样态，让美
育成为必修课。

校园美育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底色

朝阳小学校长赵铭告诉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学校构建了人文生态美育与自
然生态美育活动课程体系，实施了美育活
动课程教学实践研究，完善了其评价机
制。在研学中带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

以剧润心，以美育人。自2017年，学校
开设了儿童剧场创意社团课程：儿童创意
川剧社、心理剧场、绘本剧场、童话剧场等。在制作道具
时，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手工制作过程中用
手、用脑、用心感知美、认识美、体味美。师生们共同以学
习者的身份，协作创编剧本，创新表演方式，创设环境氛
围……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快乐、自由的学习者、实践者。
此外，学校每年都邀请重庆市曲艺团进校园，让孩子们感
受曲艺之美，深入领略传统文化。

馆校联动，以美化人。学校借力博物馆、科技馆等优
质公共教育资源，形成富有特色的“博物馆+”教学模式，
拓宽学生知识，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在深度、广度上满足
学生自主发展的需求。

将课堂搬到博物馆里。学生苟馨语在参观重庆市自
然博物馆后说：“收获很大，尤其是看到了语文课上学习
的原始中华龙鸟，特别兴奋。”她和同学特地在恐龙厅里
找到这块化石，认真观察了课本上关于原始中华龙鸟的
特征。“见到实物后，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她说。

为学生打造多彩展示平台

“孩子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请大家试着画画
图、举举例子或者动手做做实验来证明你的想法。如果
有疑问也可以找老师帮忙。”课堂上，邵林老师用少量语

言引导，把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多体验、多发现、
多思考。邵林表示，老师要了解学生的思维，提供适宜
的活动机会，耐心鼓励，让学生表达心得感悟。

美育是灵性的教育。学校要求每位教师专注于自己
的学生，用心了解和发现孩子的长处，发掘孩子的潜能，
引导学生表达自我。

基于故宫丰富的美育资源，学校开发了适合小学生
审美意趣的“二十四节气微课程”，设计了档案袋式美育
活动评价单。让浸润式、体验式、自我引导式的教育主流
模式走进课堂。学校号召家庭和社会一起了解二十四节
气中的气象意义、物候特点、经典诗词，在传统文化的浸
润中滋养彼此。比如，老师和家长共同引领学生了解秋
分“平分秋色”之意，学生们用心感受着丹桂飘香、蟹肥菊
黄和丰收的喜悦，擅长绘画的学生挥笔画下红艳艳的辣
椒、黄澄澄的玉米棒子、紫褐色的板栗；擅长书法的学生
执笔写下“秋分雷自合收声，白露明朝忽震霆。怪得坐中
惊欲倒，邻墙老柳碎中庭”。擅长动手制作的学生拾起一
片秋叶，做成一页书签试图留住一缕秋。

朝阳小学的大美育实践探索，将美育融入德育、智育
之中，引导发现身边的美，体验多种形式的美感和丰富的
情感，以人间与自然之美滋养孩子的心灵，从而培养起他
们健全的人格。

教育观观

孩子们在朝阳小学“吉兔迎新”开学典礼上。

父母对孩子的话感兴趣父母对孩子的话感兴趣，，孩子在亲子交流中能获得安全感孩子在亲子交流中能获得安全感。。

将将33岁的孩子送全托之后岁的孩子送全托之后，，父母父母““解脱解脱””的同时的同时，，亲子关系无疑成重大考验亲子关系无疑成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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