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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热议的教育话

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

家长，我想就家庭教育简单

谈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孩子和学习

的问题。学习其实就是受教

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其中家庭教育

是最初的启蒙教育，是孩子

学习成长的起跑线，需要用

力踏好第一步；学校教育则

是最规范最重要的教育，是

孩子成长发展的助跑和冲刺

阶段，需要十足的信心和耐

力；而社会教育则是相当于

平时的健身运动，很重要但

又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正

确导向，切忌误入歧途。所

以，作为家长必须高度重视

孩子的学习，关注孩子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科

学有效地给予督促、帮助和

鼓励。

学习，对于今天的孩子

来说确实是一件“苦差事”，

因为生活条件优越，孩子们

除了“读书学习”几乎没有任

何体力和脑力的劳累。其

实，做任何事情都少不了吃

苦。中学生的学习还带有升

学的目的，这就必然会产生

学习成绩上的竞争。如果说

成绩和努力成正比的话，那

谁付出多谁的成绩就更好。

提升成绩又是一项综合性工

程，涉及兴趣、方法、努力以

及环境等因素。所以说学习

要吃苦是正常的。

苦与乐其实是相对的心

理感知。当孩子真正体验到

学习的乐趣时，再苦的学习

过程也是一件愉悦的事。另

外，我认为对于孩子的学习

不能一味“加压”，也不能一

味强调“减负”，关键在于因

材施教，“适合的教育”才是

最好的。

其次是关于老师和教育

的问题。现在的老师都是科

班出身，受过严格的专业化

培训。老师的工作是严格按

照国家课程标准和规范程序

进行的，并受到学校严格的

监督和考核。“没有一个老师

不想教好书，没有一个老师

不想培育好学生”，这是老师

的职业良心，和家长“望子成

龙”或“望女成凤”的心愿是

高度一致的。所以，家长对

老师要高度信任，大力支持。

教育对象的发展变化和

差异性，导致了老师的教育

工作是繁复而长期的，不可

能一蹴而就。因此，家长要

时常换位思考，要多与老师

沟通交流，以期形成有利于

孩子教育的合力。

最后是关于家长和家庭

环境的问题。家长对孩子的

监护责任既是法律赋予的，

也是伦理设定的，是不可剥

夺也不可推卸的。作为孩子

健康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家

长必须掌握一定的育儿素

养，如监护孩子的责任心，陪

伴孩子的耐心，教育引导孩

子的办法，以及呵护鼓励孩

子的爱心。所以，家长平时

也 要 不 断 学 习 ，不 断 总 结

提升。

问题迭出的孩子往往就

生活在“问题家庭”中。环境

是改变孩子行为习惯的重要

因素之一，也是十分重要的

教育资源。一个良好的家庭

环境，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要

建议家长们平日里少一些娱

乐，多一份关怀和陪伴；少一

些争吵，多一些交流和指导；

少一些斥责，多一些帮助和

鼓励。也许你不能帮助孩子

解决作业中的难题，但是你

可以在一旁督促和勉励；也

许你不能解决孩子青春期的

成长烦恼，但是你可以耐心

观察和倾听；也许你不能为

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习方法，

但是你可以经常与老师交流

沟通，掌握孩子真实的状态。

家庭教育基本原则是宽

严相济，奖罚有度。我们只

有帮助孩子确立发展目标，

树立底线意识，培育敬畏心

理，养成健全人格，才能达到

更好的教育结果。你的孩子

也因此能收获美好人生！

课间十分钟属于谁？首先

属于学生。这应该是个比较容

易理解的问题。在这短短的十

分钟里，学生一方面可以放松自

己，让上课时聚精会神的状态松

弛下来，与同学说说话、谈谈心、

做做游戏，有需要的话上一下洗

手间；另一方面就是做好下一节

课的准备工作。当然，课间十分

钟也可以说是教师的，教师的职

责一方面是指导学生完成以上

两方面工作，特别对于低年级学

生，尤其需要提醒。另一方面教

师可以为自己的教学活动提前

做好准备。

然而，在现实的校园里，事

实却并非如此,课间十分钟到

哪里去了？拖课、写作业、提前

上课……这种现象，小学有，初

中有，高中更有，而且程度越来

越严重。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

第一，教师要严格遵守教

育工作中的行为准则。要把学

生当作人来看待，学生有着细

腻的心灵和复杂的思想，他们

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该上课

就上课，该休息就休息，张弛有

度，劳逸结合，这样才符合学生

身心实际，这样的校园生活才

会丰富多彩。如果学生的休息

时间被剥夺了，那他们上课时

就会很容易走神、分心。

第二，要切实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摒弃通过增加时间来提

高教学质量的落后做法。要树

立向课堂要效益，向课堂要质量

的意识。教师要自我加压，对自

己提更高的要求，要加强理论学

习，要更新教育理念，将时间花

在研读文本、钻研教材上，要切

实把握好重点难点，结合学生的

具体情况，精心设计教学活动，

要在注意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

生良好习惯和思维品质上多下

功夫，将时间花在刀刃上。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将

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是落实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需要，

也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将课间还给学

生，意味着还给学生一个丰富

多彩的校园生活，还给学生一

个五彩斑斓的幸福童年。

□□ 张军霞张军霞

□□ 万文清万文清

给孩子“磨耳朵”

课间十分钟到哪里去了？

教育随笔

漫谈家庭教育漫谈家庭教育
□□ 鲁旭东鲁旭东

傍晚下楼，带女儿去公园

散步，遇到几位熟识的宝妈，孩

子们玩着，我们大人聊着。过

了一会儿，发现孩子们不再四

处疯跑，都在假山旁边坐了下

来，有一个胖胖的男孩，正站在

中间，比手画脚地讲着什么，小

脸涨得通红。不一会儿，又换

了一个小朋友站出来，原来，他

们在开故事会呢！

我们在旁边听了一会儿，

发现小孩子们个个想象力丰

富，有的讲的是电视里的动画

片，有的讲的是在幼儿园里听

来的故事，内容五花八门，小听

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这时，

一位宝妈跟我说：“我听了好一

会儿了，发现你家女儿词汇量

很丰富，能说会道，你是怎么教

的啊？”

我微微一笑：“其实，我也

没有刻意去教，只是坚持每天

给她读故事，时间久了，她就慢

慢记住了一些词语，这大概算

是磨耳朵的作用吧。”

我第一次听说“磨耳朵”这

个词，是有一次参加教育讲座，

主讲老师说，幼儿注意力集中

的时间不会太长，在她做游戏、

吃饭时，给她播放一些故事、儿

歌，时间久了，孩子慢慢就会记

住一些。

我尝试过用故事机给女儿

“磨耳朵”，发现她不怎么喜欢，

常常说“我还是更喜欢妈妈的

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比不上

那些专业的播音员动听，但它

却是女儿最熟悉的声音，也许

这才是孩子贪恋让妈妈阅读的

缘故吧。

于是，我每天都会选择一

些优秀的绘本故事，抽时间慢

慢读给孩子听，我们一起

翻动书页，我们时常因为

故事中的一个情节哈哈

大笑，我在这样

的阅读过程中

重温童年的乐趣，女儿也更愿

意把我当成“大朋友”，每天的

亲子共读时光，让我和孩子的

心贴得更近。

慢慢地，家里的书满足不

了女儿对故事的渴求，我就从

图书馆给她办了借书证，每个

周末都去借书，从一周岁到四

周岁，她前前后后读了 200 余

册绘本。有一次，幼儿园举办

故事比赛，我给女儿挑了一个

《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她本来

在家里讲得已经很熟练。可是

到了学校，她却又自己做主，临

时改成《小马过河》，十分流畅

地讲完了故事，还在比赛中获

了奖。

如今，我们的亲子共读每

天都在继续，用读书给孩子“磨

耳朵”，家长切忌功利心太强，

要用放松的心态，慢慢去

读，相信经过书香浸染的

孩子，一定会拥有更加

充实快乐的童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