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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升学季教育·升学季

昨天，钱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杭城

提供住宿条件的学校几乎全部为民办中

小学，超过 6 成的民办初中提供住宿；近

3 成民办小学提供住宿。特别是近三年

新办的民办中小学，大部分能提供住宿。

面对家长们热议，要不要把孩子

送到寄宿制学校？教育界也是讨

论得不亦乐乎，他们的关键词

是：家庭教育和父母陪伴。

杭州寄宿制中小学版图不断扩大，业内人士的担忧——

到底怎样才算有质量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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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似萍告诉记者，6~12

岁是孩子行为模式养成的关

键期，生命能量主要建立在

亲情之上，如果这个时候孩

子离开父母，会造成亲情支

持上的缺失；到了 12 岁之

后 ，这 种 缺 失 是 无 法 弥 补

的。“孩子会根据父母的言

行，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

但是到了 12 岁之后，家庭成

员对他们的影响就减少了，

孩子对家长的教育会有所取

舍。所以，如果 12 岁之前没

有建立孩子和父母情感的亲

密联系，到初中后就来不及

了。”

在韩老师看来，孩子在

6~12 岁这个阶段接受父母

的教育，尤其是父亲的教育，

对孩子特别重要。“比如男生

接纳爸爸的行为模式，女生

接纳妈妈的行为模式。而在

当下的小学里，教师结构以

女老师占大多数，平常在学

校里，孩子和女性接触得较

多，如果回到家还没有对父

亲的阳刚认知，会导致男孩

越来越娘。”

对于住校能让孩子自理

能力提升的观点，韩老师并

不是完全赞同，她认为教育

必须系统思考。“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需要的是丰富的全方

位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培养

自律。”所谓的晚上按时睡

觉、自己穿衣吃饭等自理能

力，其实是家庭教育的内容，

如果将家庭教育变成了学校

的行为规范，就会淡化家庭

对孩子的影响。

12岁是条杠杠
亲情的缺失是无法弥补的

杭州市教科所特级教师、家庭教育专家 韩似萍

在孙云晓看来：“有家

长认为，孩子性格开朗，对

学校生活的适应性强，送去

寄宿就没有问题了，事实上

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孩

子的适应性的确和性格有

关，开朗的孩子更能适应，

他们能很好适应住宿生活，

但孩子最需要的还是和父

母的交流。”

孙教授认为，陪伴孩子

是门学问，不是说和孩子待

在一起就是陪伴，真正有效

的陪伴是建立在家长对孩子

的理解之上的。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

解孩子，而了解孩子的前提

是尊重孩子，比如家长在陪

孩子聊天、玩耍、出去户外活

动时，要关注孩子的潜能优

势，并因势利导地将这种优

势培养起来，这才是好的教

育和陪伴。”陪伴孩子，让孩

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让

他有安全感，这将是孩子一

生的财富和力量源泉。

孙云晓对记者说，孩子

小的时候更需要父母，“十二

岁之前投入一分，胜过十二

岁之后投入百分。所以，有

责任心的父母应当自己把孩

子带大，这是明智的选择。”

陪伴是门学问
孩子需要安全感和爱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孙云晓

发起“你是否愿意将孩子送入寄

宿制小学”这个话题的杭州新世纪外

国语学校，是杭城最早的一所寄宿制

学校，于1993年成立。昨天，校长滕

梅芳告诉记者，当时有很多外地家长

为了把孩子送到杭州来读书，普遍选

择就读寄宿制学校。

随着学校主要生源的改变，杭州

本地生逐渐成为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的主流，于是学校从2014年开始尝试

走读班，从开始的住宿班与走读班比

例为3:1，到后来改为对半开。“不过，

这些年家长对寄宿的需求又开始回

升，主要原因是二胎家庭的增加。”为

了应对这种需求，学校今年扩大招生，

4个班为住宿班，2个班为走读班。

滕梅芳认为，不管住校还是不住

校，都是有利有弊的。从综合能力来

看，住校的孩子与人交往能力、独立

自主能力等方面，要比待在父母身边

的孩子强；在钢琴、舞蹈等专项技能

的精进程度上看，走读的孩子比住校

生更优秀。“孩子到底要不要住校，家

长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选择。家

长要对家庭和学校的综合情况进行

评估，评估的维度从学习环境、吃、

住、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比较，当学

校分值大于家庭时，可以选择住宿。”

这个综合考量要基于对孩子成长是

否有利为出发点。

无论是走读还是住校，滕梅芳也

认为家长的陪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学校会特别要求住校生的家长，“周

末必须要有一个人全程陪伴孩子”。

学校还设了义工制，要求家长每年修

满15分，比如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

长进校园等活动，都鼓励家长积极参

与，增加与孩子接触的频率。

学校分值大于家庭时 可以选择住校
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校长 滕梅芳

因为上海平和学校是当地一所

著名的寄宿制学校，所以每年升学

季，都会有很多家长来学校取经，咨

询孩子是该读走读班还是住读班。

校长万玮觉得，“如果孩子的家

庭教育环境很好，尤其是父母关系和

谐，老人不干预孩子的教育或者与父

母保持一致，父母中有一人（通常是

母亲）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陪伴孩

子，如果全职更好，那我建议孩子选

择走读。如果反之，孩子的家庭教育

环境不理想，父母亲平时工作较忙，

或者老人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将孩子

送到高质量的寄宿学校，不失为一个

更为明智的选择。”

在他看来，寄宿制学校最大的缺

点是，学校提供的是统一标准的安

排，很难为孩子提供个性化的辅导。

如果是在家里，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

兴趣和特点在某些方面进行强化，对

孩子的不足进行纠正，“这个前提是，

父母至少有一方对孩子的教育比较

专业。”

“从我们多年的经验来看，低龄

孩子选择寄宿，并不影响与父母之间

的情感。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关键在

于质，而不是量。如果家庭环境压

抑，父母关系紧张，就算父母整天跟

孩子在一起，孩子也不开心。反之，

父母关系和谐，孩子也能感知到父母

的爱，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其乐

融融，与父母亲的关系反而更为亲

近。”

当然，一些家长以为把孩子扔给

寄宿制学校，自己就没有教育的责任

了，“这是极端错误的”。万玮告诉记

者，学校教育对孩子的一生成长平均

只起到 10％的作用，最终还是家庭

教育起主要作用。动辄指责孩子是

被学校教坏的家长，可想其家庭教育

有多糟糕，孩子如果表现不好，又怎

能赖到寄宿制的头上？

父母对孩子的陪伴 关键在质不在量
上海平和学校校长 万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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