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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问为什么，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赶紧做，你怎么总是那

么拖拉”⋯⋯只要宅家时间一长，这样的催促总在耳边环绕，我越来越

不愿意和爸妈交流沟通了。

答：和家长相处时，相互理解和平等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你可以与爸妈定期进行开放、诚实和及时的沟通，避免积累过多的

情绪和矛盾。在沟通过程中，你要避免使用指责或批评的语言，建议用

“我觉得”“我希望”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你还可以试着站在爸妈的角度

来看待问题，理解他们可能的担忧、期望和意图。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

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如果你和爸妈的冲突无法解决，也可以考虑

寻求专业人士，如家庭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

改善家庭关系需要时间和努力，通过耐心和有建设性的沟通，你们

之间可以实现更好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

2.我看了我妈按照学校作息安排的暑假时间表，密密麻麻。机器

需要休息，人也需要休息，暑假难道都不能睡懒觉了？

答：暑假确实是我们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学习后

可以放松休息的时间，但是不代表可以浪费和虚

度，更不要因为放假就赖床哦！因为规律的作息

和充实的安排才是暑假的正确打开方式。你一

定有很多的想法和爱好没有时间在学校完成，一

定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想去探索和发现，一定有计

划和梦想想要去实现，暑假就是很好的时机。

不妨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制定一张计划表，

它不是束缚你的条条框框，也不是将你的暑假“没

收”，只是让你的暑假生活更有条理。这个暑假计划需要张弛有度，有

意识地合理安排各项学习和活动。

3.在家里，写会儿作业、玩会儿手机、喝口水、上个厕所⋯⋯每天忙

忙碌碌却所获甚少，我该怎么提高假期的学习效率？

答：你可以把所有作业进行规划安排，分学科、分任务完成，具体到

每天需要完成的量，从放暑假就开始行动起来，当天任务当天清，如遇

出游等安排，可以提前把相关作业做掉，不拖拉。每天的作业时间尽量

安排在上午，头脑会更清醒，效率也更高。不要把作业大批量集合做，

更不建议在暑假快结束时疯狂补作业。给自己留足时间，早安排早完

成，会让你的暑假作业完成得更轻松更有质量。

利用好暑假，学会自我管理学习，高效完成作业，这会是你成长路

上的一笔财富。

4.我制定了假期计划，但很害怕预习下学期内容，有些新知识看不

懂，有些则一知半解，这样的预习肯定没啥用。

答：别焦虑，老师暑期布置预习新知识并不是让你超前学习，弄明

白所有的知识，而是通过初步的预习培养你主动学习的能力。

在预习时，你可以先仔细读目录，这

是了解整本书内容和结构的好帮

手。你可以在目录中对教材的内容、重

难点做大致了解，然后合理安排适合自己的预

习方法，你可以边读书边思考，在预习时读、画、圈、

点，在不理解的问题上做记号，这样开学后，你

一定能事半功倍。暑假预习的目的是让你开

学时学会带着问题去听讲，对于自己预习时

不会的要听得更加专注，这样有针对性的

学习会让你学得更扎实，毕竟上课的时候

不是坐得端端正正就能学好的，抓

住自己不会的地方有所突

破，课后你会觉得轻

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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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不多，我就想给孩子增加一点课外作业，怎样沟

通才能让孩子不反感这个“加量”安排？

答：要让孩子不反感“加量”的暑假作业，家长们先要抱成团，借助团队

的力量来管娃。比如，给他找一群同伴，有小伙伴一起学习，有榜样、有竞

争，学习就会有动力。

爸妈不妨约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同班孩子的家长，给孩子们建个学习交

流群，每天布置相应的学习任务，并且在学习群内打卡，如果

碰到难题，还可以进行交流，能干的家长可以充当老师，给群

内的孩子答疑解惑。家长们也可以充当评委，每天对孩子

们的作业进行点评，可以是专业点评，也可以是一个简单的

表情、一句真诚的夸奖、几句恰当的鼓励，这都是孩子前进

的动力。暑假的大好时光，是孩子们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时

机，家长们要善于调动身边的资源，为孩子们的学习助力。

2.这两天看到一些朋友开始晒暑假作息计划表，细致到了每

一天每一个小时。看着看着，我开始焦虑起来，是不是也要给孩子“收紧筋

骨”，哪怕他现在不理解，将来也会感激当初“狠心”的父母。

答：暑假里，各学科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为了让孩子更有效地管理时

间，家长可以先自己进行下时间管理，平衡好工作和管孩子。但也没必要因

为“别人家孩子”的安排计划而焦虑不安。

家长首先要更新教育观念，暑假是以孩子假期生活过得快乐、有趣为宗

旨，结合家庭实际，尊重孩子意见，适当进行学习和兴趣爱好的补充，而不是

“一刀切”硬性要求孩子一定要达到某种层次。其次，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鼓

励孩子参加夏令营、培养兴趣特长及各种社会实践性活动，家长也可指导或

陪伴孩子多阅读、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最后，借助暑假“空闲时间”，

培养孩子全方位的综合能力。教育规律和方法有多种，适合自己孩子的才

最重要。

千万别让家长的焦虑成为孩子的负担，应相信孩子在人生舞台上会闪

闪发光。

3.我们原本准备暑假自驾游，带孩子见识大好河山。但朋友提醒，人生

没有寒暑假，要让孩子保持基本的学习状态。难道旅行真的会把孩子的心

“玩野”了吗？

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古至今，很多名人都道出了“行“与“读”之

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助益关系。假期旅行、非文化课学习，与保持基本

学习状态并不冲突，它们并非“心野”的必然原因。暑期两个月的长假，如果

恰当安排游中学，还给了孩子们很充足的提升时间与空间。

正因为孩子还小，自控力不强，所以旅行和其他暑期活动是否能促进孩

子们的智能持续发展，取决于家长是否能从“对孩子有益”这个目标出发，规

划暑期活动的内容，避免“纯玩团”，落实“玩出名堂”，做好孩子们假期生活

的“引路人”和“陪伴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好的暑期活动安排能使孩子们体

验学校课堂以外的乐趣，放松身心；能拓宽视野，将课堂学到的纸上抽象知

识与现实客观世界对应起来；能有更多机会从课堂知识型学习转向技能型

能力提升；能锻炼孩子的实践统筹能力和对多变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在

宝贵的暑假活动时光中，家长们如果能做到合理规划、耐心陪伴、倾听沟通、

鼓励引导，那么不仅孩子的综合素质会有长足进步，更能收获亲子关系的和

谐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