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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事·教育

妈妈一口气说了孩子多个缺点
谈到优点却吞吞吐吐

张立佩是鄞州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

任，从事家庭教育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她应

邀去东湖小学上课，给30多名一年级家长上

了堂“情绪管理”课。

课堂上，张立佩从孩子的情绪、困惑等切

口进入，讲了些案例，家长们从开始的不安淡

变得仔细听课。

课后，一堆家长团团围住了她。令她最

深刻的是其中一位年轻的妈妈，一张口就是

对自家孩子的各种“不满意”：脾气大，性格不

好，注意力不集中⋯⋯张立佩掰掰手指一数，

她一口气给孩子总结10多个毛病后，仍旧滔

滔不绝讲个不停。

后来，张立佩邀请母子俩一起来参与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的一个亲子阅读活动，想

“观察”一下这位孩子。当天小男孩是和他

爸爸一起来的，张老师给这对父子分别选一

本自己喜欢的图书，各自阅读 15 分钟后，请

父子俩对谈读后感，可以用说的，也可以用

写的。

同时参与阅读活动的还有其他十多个

家庭。整整一个半小时的阅读活动时间，

由五个不同的任务环节组成，这位小男孩

跟其他比他年级高的孩子们一起坚持了下

来，每个任务都能按要求完成，和其不认识

的孩子们互动，也挺友好，情绪稳定，脾气

温和。这和妈妈口中的“问题孩子”，完全

不同。

“有一点，刚开始时，不管问他什么问题，

都回答‘不知道’，这其实是因为在家里被否

定太多了，让他习惯性屏蔽外界信息，回避正

常交流。”张老师分析，“孩子表现得很正常，

反倒是孩子的父母需要调整。因为孩子的那

些问题，其实是父母自身，尤其是母亲的焦

虑。”

她事后将孩子的行为语言“翻译”给这位

母亲，并告诉她，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如果家

长愿意改变自己的焦虑心态和行为，她眼中

的孩子也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宁波90%中小学
已开设家长学校

日前，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等部门共同

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6—2020 年）》，其中提出，五年内，在中

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

要求城市学校建校率达到 90%，农村学校达

到80%。

钱报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3 年底，宁波

市 幼 儿 园 家 长 学 校 创 建 率 85.6% ，小 学

99.4%，中学98.4%，职业技术学校91.9%，基

本达到《规划》指标。

“学校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学生良好的生

活习惯、品行等等，这些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完

全取代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统一

性，对孩子的教育才能够形成合力，使他们发

展得更好。”邱隘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许明霞

说。

邱隘镇中心小学的家长学校，是宁波最

早开展家长学校的小学之一。

每年9月，新生报到入学之日，也是新生

家长办手续进入家长学校的日子。以一年级

家长今年领到的课表为例：每月一课，每课时

一个半小时，必修 14 节，还有 1 节家长交流

课。

在许明霞看来，学生在不同阶段会遇

到 不 同 的 问 题 ，家 庭 教 育 也 需 要“ 相 匹

配。”她介绍说，家长学校办了 30 多年，尝

到了家校共育的甜头，但也有问题存在。

每年开学典礼，学校会发放家长问卷，收

集家长最感兴趣的培训内容，但结果是，

家长意向单上最热门的选择，往往是“学

好英语”、“写好汉字”、“怎样辅导孩子作

业”这一类课程。

当然这也有大环境的原因，升学压力大，

家长的眼睛不自觉地盯着孩子的学习。但这

样往往也会让家长忽视陪伴，忽视孩子成长

中更重要的东西。”许明霞说。

不少家长压力山大
学校为什么还要坚持做

象山县家庭教育研究院所是全国最早设

立的县级家教所之一，所长赖伟良昨天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家长学校的开设有它的必

要性。

首先从家长本身来讲，在他们的成长过

程中，有关家庭教育的课程是缺失的，他们的

教育理念和方法或是模仿他人，或是沿袭上

一辈的做法，是不是科学，是否适合自己的孩

子，多数人是茫然的。

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爸爸妈妈

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学校的教

学体系是系统性计划性较强的文化学习，但

从品格塑造和成人教育来说，家庭教育有着

它的天然优势，可以用更真实的生活场景给

予孩子认知和体验。

不过，几乎都是“上班族”，下了班还得往

学校跑，有些家长也在心里犯嘀咕。像上个

学期末，宁波新城第一幼儿园给一百多位修

完学分的家长颁发了结业证书，但一名家长

就蛮不好意思地说，每学期 3~4 次课，每次

都要两个小时左右，工作本来就忙，还要赶去

上课，做个小学生家长怎么这么辛苦？

还有的家长，碍于老师面子签到了，但在

课堂上，一直低头玩手机，理由是：不好听，不

实用。

对此，赖伟良表示，“这不能怪家长”，反

而，是当前家长学校亟需解决的问题。

他说，前两天，自己刚刚给300名学生家

长上了一堂课，但台下，面对的是不同文化程

度的家长，对于教育的感悟也各有不同，如何

让他们都能有所得？

你家娃优点能报出几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情绪又知

道多少？或许此刻你心中千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这些，不

该是学校老师解决的吗？”没错，但爱他，就应该各方面去了解

他（她），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

钱报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家长们了解孩子的这些成长烦

恼，更好的和他们沟通，目前宁波全市已有不少中小学校开设

了家长培训班。

家长培训班，顾名思义，是学校单独给家长开设的课

程，家长可以选修各种涉及家庭教育的课程，不过从昨天

记者向多所学校了解到的开课情况来看，不少家长更焦

虑了。

妈妈一口气列出孩子十多个缺点
谈到优点却一个都说不上来
一堂家长“情绪管理”课，折射出家庭教育的许多盲区

宁波90%中小学已开设家长学校，如何当个好爸妈成为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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