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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驿站

家有儿女

十佳新时代好少年

新学年开始了，作为家长，需要有充分的

时间陪伴、管理和督促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

新学年有很多新变化，积极迎接新变化，家长

需要更多的方法和智慧。松江区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教师章诚提出了以下建议。

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培养他

们的时间管理意识。新学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孩子在家学习、做作业的时间少了，娱乐休闲的

时间多了，孩子们有了更多的课外时间。家长

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自己的宝贵时间、做时间

的小主人。家长在与孩子共处时，对于每天的

行程安排要有明确的时间规划。比如，“明天上

午8时，我们一起出门上学和上班”“这周日下午

2时，我们一起出发去博物馆”“今天晚上6时放

学后，我接你去外婆家吃饭，8时回家喔”……家

长需要把时间和具体的生活场景联系起来，不

断提升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能力。

家长可以经常和孩子做“计时游戏”。不

少家长担心孩子课外时间多了以后，容易产生

拖沓的情况，适当地增加时间上的“紧迫感”不

失为一个办法。比如，“我们今天的游戏时间

还有 15 分钟”“10 分钟倒计时收拾好书包，现

在开始”……家长可以通过“按时开始、按时结

束”，让孩子体验时间的紧迫感。要提醒的是，

家长在初期可以适当给予计时游戏一些弹性，

避免简单粗暴的方式。

家长可以下放支配时间的权利。对于孩

子的时间管理，有的家长倾向于把除了睡觉以

外的所有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一旦孩子做不

到，可能就会选择严厉的方式进行惩罚。章诚

指出，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要做好时间

管理，关键在于他对时间管理“价值感”的提

升。孩子只有感受到“做得快”是值得的，是能

够获益的，他才会有动力去做。对于小一点的

孩子，可以给孩子买个他喜欢的闹钟，教会孩

子认识时间，提升他们对“自己时间”的兴趣

度；而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他能够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剩余时间可以

交给他自己支配。

章诚指出，课业负担少了后是培养孩子自

主学习能力的好时机。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

读书，培养良好的自主阅读习惯。孩子们的课

余时间多了，也有了大把的时间阅读。家长需

要帮助孩子精心挑选经典作品进行课外阅读，

也可以定期抽出时间和孩子一起阅读，享受美

好的亲子阅读时光，既培养了孩子的阅读能

力，又增进了亲子关系。

家长与孩子一起整理上一周的学习任务，培

养自我反省能力。家长可以和孩子准备几本学

科的纠错本，每个周末固定一个时间段，和孩子

一起回顾近期学习的情况，找找作业中的错题，

把错题整理下来，和孩子一起探索正确的方法，

让孩子说说对题目的感受和理解。在回顾的过

程中，孩子的反思能力逐步提升，家长也能通过

这种方式自然而然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章诚提醒，作为一名“智慧家长”，要用理性

的思考方式陪伴孩子放下过重的学业负担，让孩

子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自由读书、自在运动，

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生活。

有这样一批孩子，进入小学后总不能认

真专心听讲，总不能遵守课堂纪律，总不能按

时独立完成课后作业，父母不仅陪写作业，还

经常被老师请去学校接受“再教育”。

这些孩子究竟怎么了？是不是天生就是

不让父母省心？

当然不是的。其实，这些孩子的问题早在

入学前就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明显表现出

来，学校只是一张“试验纸”，一根“导火线”，将

之前隐藏的问题暴露了。可以这么说，学校是

检验一个孩子是否做好充分入学准备的地方。

这些孩子之所以会无法很好地适应学校

生活，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必要的家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问题孩子绝大多数

都是隔代养育，他们大都在一个非常宠溺，如

众星捧月般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家里没有任

何规矩需要遵守，家里是绝对的“自由世界”，

所有的人都宠着他、护着他、服从他、夸奖他。

在家里，他就是中心，全家人都围着他转。长

此以往，孩子会认为自己很受欢迎，认为自己

是最好的，往往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

么样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一到周末就会和周围邻居

的孩子一起玩，其中有个小男孩很不受欢迎，

我们都不愿意和他玩，因为他总喜欢指挥其他

孩子，总喜欢强迫别人为他做事，如果他的要

求不被满足，就会耍赖和无理取闹。他成了被

众人排斥和孤立的对象，但他总会搞一些恶作

剧引起众人的注意。结果，他越是这样，越是

令别的孩子感到讨厌。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男孩从小由爷爷奶

奶带大，备受宠爱。比如他和爷爷玩扑克牌，

每次都将好牌归为己有，屡战屡胜，然后就会

得到爷爷的夸奖。在家里，都是他说了算，爷

爷奶奶都是无条件服从他，为他服务，上幼儿

园大班了吃饭还要奶奶喂，和其他小朋友发生

冲突时，奶奶永远护着他，责怪他人的不对。

对于他来说，家是一个特别自由美好的地方，

在家里的感觉实在太好了，自己永远是中心，

备受关注。

但是离开了家，所有的变化都是翻天覆地

的，自己再也不是最受宠爱、最受欢迎的中心了，

而且家以外都有各种规矩需要遵守，他自由惯

了，根本不能适应被束缚的生活。他试图用家里

的一套方式与人相处，发现完全行不通，于是自

信心备受打击。他会做出各种令人关注的行为，

如各种恶作剧，故意违反纪律和规矩，攻击其他

人，但效果甚微，反而令自己更加不受欢迎。于

是，他就会陷入困惑和愤怒。

那个小男孩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一

个没有规矩的家庭中长大，无法适应有规矩

的现实生活。他后来上了小学后，无疑就成

了问题学生。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违反课

堂纪律，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他在学校处境

艰难。

我以为，1—6岁是习惯养成、人格形成的

关键期。许多人总以为，学龄前的孩子还小，

还不懂事，于是没有进行必要的管教，放任自

流，没有形成好的生活学习习惯，进入小学后，

家庭教育的缺失马上就会呈现出来，令许多父

母措手不及，焦虑不堪。这时再关注孩子可能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而且效果不一定好。

许多父母就是在孩子刚入学一个学期后备受

打击和煎熬，对自己和孩子的信心越来越弱，

到了三年级后就会彻底放弃，孩子也就长期处

于被动的学习生活状态，身心健康极易出问

题。在孩子接受 9年义务教育期间，父母和孩

子始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这让彼此都痛苦不

堪，孩子的前程也不堪想象。

许多父母总是向往“民主”，希望孩子在

一个宽松民主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但民主并

不等于没有规矩，放任自流。世上没有绝对

的自由，真正的自由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规矩

和约束之上的。给孩子立必要的规矩并让他

严格遵守，才是真正爱孩子和对孩子负责，避

免孩子成为问题学生、问题成人，最终和幸福

生活无缘。

泗泾第三小学四（4）中队中队

长冯光挺喜欢学习革命英烈的动

人事迹，并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

样，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

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他荣获了第五届全国学生“学

宪法，讲宪法”总决赛小学组二等

奖、上海市红色主题故事演讲小学

组市级复赛一等奖等荣誉。

7 月 1 日，冯光挺入选了上海

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星空少年

讲解团”，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在

暑假空闲时间，为大家讲述人民科

学家钱学森的故事。

正直勇敢的红色故事一直感

染和激励着冯光挺，在学校里，他是

恪尽职守的中队长，是遵纪勇敢的

小标兵。冯光挺时刻都保持着正义

感，生活中看到不公平的行为，他总

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家里，倘

若家长们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常

常引经据典跟大人讲道理。

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通过

多种途径去学习法律知识，做到

从小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用

法。去年 12 月，他经过校级、区

级、市级层层选拔，参加了第五届

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全国

总决赛，最终获得了小学组二等

奖的好成绩，还曾被《中国教育

报》等媒体报道。

他爱好广泛，喜欢书法、舞

蹈、绘画、演讲等。他说，舞蹈能

够让自己展示少年的青春朝气，

而书法、绘画能够让自己静下心，

丰富学识、提高审美水平。他积

极参加校内外举行的活动并获得

了多项荣誉：他的绘画作品《图画

改革开放》被选中在上海市团委

的《青年报》上刊登，还曾获松江

区“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小学

硬笔组二等奖。

他将社会担当与责任植根于

心，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先后

参加过静安区江宁路精神文明办

举行的“美丽江宁”大型公益墙绘

活动、仁渡公益中心举行的“净滩

活动”、多阅公益中心举行的“多阅

公益苗苗阅读项目”等公益活动，

闲暇时也会同父母一起去敬老院

和特殊学校，给那里的老人和孩子

们送去关爱和温暖。前段时间，他

还捐出了压岁钱助力河南救灾，为

灾区人民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

本报讯 上海第四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

大赛暨全国邀请赛日前落幕，我区学生共斩获

了24个一等奖、76个二等奖和189个三等奖。

该比赛是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品牌

赛事，松江学生参加了“乐享无人机”“ENJOY
AI”“创意竞技设计”和“创意编程 4个赛道”等

几个项目的比赛，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获得

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人工智能教育是科技教育的重点

板块，为响应国家“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号

召，积极为人工智能领域储备青少年人才，近年

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人工

智能赛事。为了提升人工智能教育水平，今年5
月，松江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设全区首个人工智

能编程社团课程，引入了优质师资，为喜欢编程

的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初中班的学生们在社团课程中可以学习

C++编程、数据结构、编程算法及数学背景知

识，通过项目化、问题驱动式学习，培养学生的

逻辑思维和计算思维，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小学班采用故事代入的方式教学，

并融合语数英等多门学科知识，在学习编程的

过程中，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提升专注力和

创造力，锻炼数理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

科技竞赛能力。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指导教师徐珏表示，

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编程会成为一种通

用能力。人工智能编程社团将作为重点区级

社团长期开展，两年招生一次，并将衔接人工

智能创新大赛和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通过

社团带动松江相关师资的培育，探索能辐射

到更多学校的有效机制，提高松江编程教育

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小

学三（5）班学生霍元熙积极发扬勤

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一名资源节

约小达人、变废为宝小能手。

霍元熙热爱读书，广泛的课外

阅读让他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

性，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尤其是不可

再生资源。于是他从身边做起，从

节约用水开始，他会主动关上别人

忘关的水龙头，看到漏水的水龙头，

他会想办法找人修理。他积极践行

“一水多用”，把洗手、洗衣服的水收

集起来拖地、冲马桶，把淘米水用来

洗菜、洗碗，把洗水果的水用来浇

花。他还把这些节水小妙招分享给

身边的人，号召大家一起节约用水。

生活中，他积极节约用纸，把

反面是空白的试卷钉在一起用来

画画、做数学题等。练毛笔字需要

耗费大量宣纸，他就把平时看过的

旧报纸、课堂上用过的草稿纸积攒

起来二次利用。

霍元熙还是“变废为宝”小能

手。学习之余，他喜欢用废旧材料

做手工，旧纸箱、塑料瓶、易拉罐等

都是他变废为宝的材料。他用奶

粉罐、洗衣液瓶子做花盆，用零食

罐做笔筒。他的手工作品多次在

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获奖，受到

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他平时坚持低碳生活，很少使

用塑料袋，还提醒妈妈外出购物时

携带可以重复使用的环保袋。他

提醒父母外出尽量少开车，能步行

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他不但自己坚持低碳生活，还

把低碳理念传递给身边的人，号召

大家一起保护环境。

霍元熙深知，勤俭节约就是要

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他

把勤俭节约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

细节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

好少年的高尚品格，是当之无愧的

勤俭节约美德少年。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教师章诚支招

孩子入学后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沈苇磐

“风雨长廊”为学生遮风挡雨
泗泾小学为学生送上新学年“礼物”

本报讯 新学年伊始，泗泾小

学重返校园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份惊

喜，校门口的“金色步道”旁又多了

一道新风景——“风雨长廊”（见下

图）。百米长廊能为学生们进出校

园时遮风挡雨，这是学校为学生们

准备的一份特殊开学“礼物”。家长

们纷纷为学校的贴心举动点赞。

从赵非公路的闸机处到泗泾

小学校门口，有约 100米的距离是

家长接送孩子的必经之地。为了

更好地实现人车分流，确保学生们

的安全，去年 5 月份，在相关部门

帮助下，泗泾小学在公路边用金黄

色油漆“画”出了一米多宽的“金色

步道”，并在步道上设置了“一米

线”，孩子们上下学经过这段路时

不仅更加安全有序，而且能更好地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考虑到下雨天时，学生们背书

包、撑着伞走完这段路比较吃力，

今年暑假期间，学校与镇政府一起

将学校围墙内移，拓宽了“金色步

道”和围墙之间的人行道，并在人

行道顶部搭建玻璃板，能遮风挡雨

的“风雨长廊”由此而来。学校还

在长廊的墙上设置了展窗，不定期

推出校史故事、学生作品、优秀教

师事迹等海报。“风雨长廊”俨然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学习英雄榜样 争做优秀少年
——记十佳新时代好少年冯光挺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本版文字除署名外，，由记者陈燕提供由记者陈燕提供

发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记十佳新时代好少年霍元熙

松江少年在上海青少年
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中获奖

新学年，小昆山学校小学所有年级放学时间由原来的15:50延至16:20，在多出的半个小时里，由班主任辅导同

学们完成作业或阅读书籍。 记者 高雨 摄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