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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两学校一项关于陪伴的调查令人深思

专家：父母“逆”了 孩子才“反”
陪伴，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昨天晚上，海曙区田莘耕中学举行了主题为“幸福陪伴”的教育

论坛。四年来，一直作为“被讨论”对象的初中学生，也上台发言。
举办论坛之前，田莘耕中学已联合横街镇中学，就陪伴教育这

一内容，向所有学生家庭发放了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每周亲子沟
通4次（10分钟以上计一次）以上的，不足15%，而且年级越高，沟
通次数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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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学校每年花小半年说“陪伴”

田莘耕中学每年都会为“陪伴教育”忙活上小半年，如此“费神”源自
学校坚定的教育理念。

按照惯例，初一新生入学后，学校便同步启动系列活动。其中，问卷
调查一般会放到期末考试前。今年是横街镇中学第一次参与。两校总计
有1160户家庭参与其中。

每年举办论坛时，学校会从家长中评出“最佳陪伴奖”。同时，学校还
会邀请各界专家参与论坛，为家长们授课。

“陪伴是家庭教育的关键，家庭教育则是学校教育顺利开展的关键。”
田莘耕中学校长王剑平说，即便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开展这项活动，
但还是觉得十分值得。因为初中阶段，是孩子从半成人到成人的重要时
期，父母的陪伴方式需要及时更新。

他认为，陪得不好，轻则孩子成绩不行，现在过得不开心，重则影响
未来，会耽误孩子一辈子的幸福。

调查 父母陪伴，依然是不多的

回收的调查问卷，有近1000份来自海曙区田莘耕中学，覆盖初一至
初三全年学生。横街镇中学有效回收160份。分父母卷与学生卷分别进
行。两校参与人数较为悬殊，但有不少相似之处。总体来看，父母陪伴还
是不尽如人意。

调查显示，两校均有80%以上的父母认为，通过陪伴和孩子的关系更
融洽了，能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家长们的
表现却“不怎么样”。

有一成左右的父母每周陪孩子用餐不到3次，一半以上父母从来不
和孩子一起阅读，即便有共同阅读，家长们玩手机的几率太高了，被孩子
嫌弃。每周亲子沟通4次（10分钟以上计一次）以上的，不足15%。

从学生视角来看，最“糟心”的是父母没能主动参与自己的各项活
动。横街镇中学有六成以上学生指出这个问题。田莘耕中学情况稍好，
有一半多学生认为父母还算主动。

对父母双方的评价，母亲明显优于父亲。陪着吃饭、互动沟通，都是
母亲比较优秀。以沟通为例，田莘耕中学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和父亲聊
天一般就10分钟，但是和母亲能够深聊半小时。然而随着年级不断升
高，所有的沟通都越来越少了。

而父母方最大的困惑是，想陪孩子却遭拒绝，有效沟通越来越难。他
们认为，这也是陪伴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分享 怎样避免与孩子变成路人？

调查的结论很明显：需要没时间的家长挤时间，没精力的家长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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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心”陪孩子。可孩子为何会出现“拒绝陪伴”的情况，这个矛盾又怎么解决？
昨天晚上的论坛中，田莘耕中学的两对亲子分享了他们的“共同成长”经历。

程先生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儿子升入初中前，他大多在外面“飞”，与孩子
最紧密的联络是：邀请儿子到自己的出差地长见识。程先生认为，工作繁忙是
家长没能真正用心陪伴孩子的“借口”，陪伴是相互的，也要感谢儿子的陪伴。
儿子初二时，程先生下定决心结束了“漂泊”的工作，选择陪在儿子身边。

“成绩好不好并不是最重要的。”程先生说，关键要教儿子成为一个健康
积极、有担当有包容心的人。现在，他的工作强度依然大，但他会合理安排时
间，比如早上6点起床给儿子做早餐。

周女士是一名小学教师。她比较注重家人一起用餐的环节，很多事情都会
放饭桌上讨论。“当孩子慢慢长大，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陪伴’。”周女士说，
孩子升入小学高段后，她更多的是用平等的方式跟他交流，而不是批评和指责。

建议 亲子陪伴，最需要注重品质

宁波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沈群带来一堂关于初中生陪伴的讲座。她指
出，现在很多家长不光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陪伴的质量更是不行。不少家
长简单地将幸福的目标设置为“吃饱穿暖，读书好”，却忽视了孩子作为独立
个体的真正需求。

沈群说，想要陪孩子活得好，受六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吃饱穿暖（物质财
富）最最基础，读书好（学业）位于相对的高阶，中间还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和
谐的家庭等诸多因素。这种忽略中间环节的“跳跃”，很容易“造就”一些逆成
长轨迹的陪伴。她认为，所谓逆反心理，其实是父母“逆”了，孩子才会“反”。
在现实中，往往家长越使劲，孩子越来劲，越是努力陪伴，亲子关系越是疏离。

沈群说，对待初中阶段的孩子，家长要保持适当距离的陪伴，给予孩子充
分的理解、尊重，还有鼓励。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吕栋权 陈倩倩

10%父母每周陪孩子用餐不到3次
50%以上父母从不和孩子一起阅读
每周亲子沟通4次以上的不足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