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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找培训班和老师？

如今的家长，总是焦虑该给孩子报几个培训班？找什么样的培训学校和老师？如
何安排时间和路线更加经济？对此，叶先生觉得自己有些不得不说的想法。

“我接触过一些家长，他们会认为自己付了钱，花了时间送孩子去各个培训
班，就是尽了家长责任，如果孩子还是学不好，那就是孩子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家
长在推卸责任，家长要做的是，了解孩子的现状和想法，和孩子一起找到问题所
在，鼓励他，和他一起想办法。而不是多报几个培训班。”

中学六年，除了学校里的兴趣班，叶先生基本没给儿子报什么课外学业培训
班。作为化学特长生，小叶同学一开始对自己的规划是在化学上深入钻研，通过
竞赛获奖，进入心仪的大学。然而现实却是，花了大把时间的化学并没有如预期
般理想，其他课程又因为不够投入影响了成绩。

“当时我感觉到了问题，但是儿子还是想在化学上做一些尝试，我也不知道如
何去做。于是，我们就找省内化学竞赛最好的一位带队老师去取经。”

结果，叶先生和小叶同学在这位老师家楼下，听老师讲解了对于兴趣班的认知。
虽然每周一次去上化学培训班，比其他人的培训班花在路上时间更长，但叶

先生觉得这个时间花得值，因为老师讲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治学的态度。后来，
小叶同学慢慢调整了自己心态，不再执着于竞赛，化学之外也投入更多精力在其
他学科上。

看到金报明年将全面转型为《现代金报·宁波教育》后，做金融工作
的叶先生给记者发来微信留言：“听说你们明年专业做教育了，这个非
常有意义。我家孩子原来是蛟川的，现在在北大，经历的比较多，接触的
人也比较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和你们交流下。”

一交流才发现，叶先生不仅有一个一路从蛟川书院到镇海中学，再
到北京大学的学霸儿子，更重要的是，在陪伴儿子的过程中，他一直在
思考：对待孩子，家长该做西游记里的唐僧还是菩提祖师？

□记者 王伟

家长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

叶先生的儿子小叶同学，中学六年经历颇为复杂。小升初千军万马闯过独
木桥，如愿进入蛟川书院后，初一第一学期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期末考试整
体排名堪堪中等水平。然而到了初三，小叶同学以全校20多名成绩的身份考
入镇海中学，进步可谓明显。

可是，高一入学考，小叶面临班级排名倒数的窘境，自信心大受打击。幸好，
他再一次逆袭成功。高考前，小叶同学以镇海中学综合成绩第九的实力，收获了
北大博雅计划的面试资格，且以全省高考理科31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如今的叶
同学，已经是北大四年级学生，又将面临人生的选择。

儿子临近大学毕业，但叶先生依然执着于对家庭教育的思考。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几天，一位蛟川书院的家长找到他，交流孩子成长之

道。叶先生说，自己曾经很喜欢发表一些关于教育的看法，朋友圈有些孩子家
长看到了就会找他聊一聊。而他也不会藏私，从身边案例到自己

的思考，总是一说就说很多。

孩子遇到问题怎么办？

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叶先生有个体会：习惯的培养非常重要。
“我儿子小学时有个不好的生活习惯，一回家脱了鞋子就不愿意穿拖鞋，

穿着袜子到处走，总是把袜子弄得黑黑的。刚好当时他学习上也有点粗心大
意，原来数学底子很好的，但做题也好、考试也好总是会出差错。我当时就和
他定了个规则，一起进行习惯培养。我记得我和他各自为对方列了需要坚持
的五条，做到了有奖励做不到有惩罚。他的五条包括早上自己按时起床、回家
及时换上拖鞋、数学作业不出差错、错几题将取消游戏时间等等。我的五条包
括在他睡觉之前不看电视、不玩手机等等。两个月训练下来，很长时间数学没
有考到100分的他，考了100分。”

养成好习惯后，小叶同学数学成绩上去了，也让他产生了良好的自信，
其他学科成绩稳步提升。

初中阶段，小叶同学还有一个短板是长跑，一开始跑步很差，不及格。怎
么办？“我告诉他我以前体育也很差，但只要每天去跑，坚持训练两个月，肯
定能跑进80分以上。”接下来两个月，父子俩一起训练，成绩果然如此。

“和孩子相
处，不建议家长
说太多管太多，
只要在关键时候
教会孩子方式方
法和规则，并做
通孩子的思想工
作，就不要再去
多管了，放手让
孩子自己去做去
经历。管什么不
管什么，对家长
来说是一门学
问。”

“孩子遇到
问题时，家长要试
着找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然后陪着
孩子去做，或者说
服孩子让他自己
去做，一旦他开始
做了，我们就不
要管太多管太
细。孩子会自主
学习了，家长就
能享受意想不到
的成果，否则我
们永远放不了
手。”

“这位老
师告诉我，如
果以竞赛成
绩作为目标，
想法就有问
题。兴趣班是
为了培养兴
趣 、追 求 真
知，激发学习
中的热情。这
一点，对我和
儿子影响很
大。”

叶先生说，这些年他遇
到过不少中学生和他们的
家长，有的家长和孩子像冤
家 一 样 ，亲 子 关 系 非 常 紧
张。在叶先生看来，作为初
中生的家长，不应该再管得
太细太碎、随时随地为孩子
做好决定，而是应该充分尊
重孩子意愿，知道什么时候
说什么话，可能会取得不一
样的效果。

为此，叶先生讲述了一
个杭州一所高中的经典案
例。曾经有一名学生，在全
校 570 多 人 中 排 名 大 概
500，化学兴趣班学了三年，
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老师
跟他说，兴趣班不仅仅是为
了成绩，更主要是为了兴趣。
高考结束，这名学生没上重
点线，父母就决定送他去美
国读大学。就在那个暑假，这
名学生感觉到了对父母的愧
疚，因为自己的原因让父母
花更多钱送自己去美国读大
学。那个暑假，他看了四本化
学书，做了五本笔记，提出了
300 多个问题。然后，他自己
查 资 料 解 决 了 100 多 个 问
题，又找到原来的老师，老师
为他解决了 60 多个问题，并
对他说“以后只要自己独立
解决任何一个问题，肯定会
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到了
美国，一开始他只是在普通
大学学习，但是他的化学专
业成绩非常突出，没多久，
他所在美国学校的两名教
授，联名写推荐信将这个学
生送到哈佛，因为这两名教
授觉得这个学生对问题的思
考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想让
他学的。

采访最后，叶先生说，其
实最需要培训的，是针对家
长的培训。“也希望金报明年
能在教育方面，发出更多的
声音。”

从蛟川书院到镇海中学再到北大
“学霸”家长谈教育理念

家长应做菩提祖师
而不是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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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孩子

心灵悸动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