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在学习这件事上
快人一步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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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班后，班上相当一部分家长认识有误
区，总想着“加速教育”，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家长
们总担心孩子等不起、输不起，现在心软，废掉的
就是孩子的一生。

但为什么别的孩子在补习后状态还可以，唯独
欢欢不想上学了？趁着家访的机会，我来到了欢欢
家。果然，其他孩子家多多少少都有玩具积木，而欢
欢家里只有英语书、数学本、古诗堆满了客厅。

当我上门家访的时候，欢欢正在背诵古诗，
欢欢妈妈督促她“背不出不能吃饭”。欢欢爸爸、
欢欢爷爷奶奶则在客厅看电视，对于管教女儿的
行为没有吱声。

“家长焦虑情绪容易给孩子带来伤害，这不仅
仅是精神上的。”临走之前，我提了个小建议，孩子
在起跑线上宛如搭建一个高楼大厦，可能孩子现
在搭建地基是比别人快一步，但都是大人在监工
搭造，等到需要自我建设的时候，孩子没了背后的
督促，可能后续就不行了。欢欢妈妈若有所思。

家访结束后，根据评估结果，我开始在家长
群中每周不定时发一些科学育儿信息，提醒家长
做好自身的调整并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适当调
整孩子作息去适应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陪伴幼
儿的过程应有父母共同而理性参与。随后我不定
时电话回访。

我的行动 上门家访做记录，与家长面对面沟通

她的改变

放慢节奏，
脸上笑容多了起来

尽管现代教育也提倡通过丰富的活动
来促进孩子大脑的生长，但过度超前和过度
超量，都会适得其反，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
不达”。

欢欢妈妈出发点是好的，但忽略了欢
欢的年龄，让欢欢像个陀螺连轴转个不停。
其实，家长们可以试着给孩子一点空间，让
他们自己在每一天每一秒中体验这个世界
的新奇，主动去探索发现好玩的事，调查研
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科学的思考者，做
生活的小主人。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家长们不
妨慢一点，一步一步陪着孩子稳扎稳打
走好自己的步伐，有自己的成长节奏。

最近，电视剧 《三十
而已》 正在热播，女主角为了

让儿子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费尽心
思，引发不少人感触。

现在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待都是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在孕期就开始胎教熏陶。
上了幼儿园就希望到双语幼儿园，或者一口
气学几门才艺，全力做教育投资。

因为，一切都要快人一步，否则就会
被其他人甩在后面，原本我也很理解这

样的心态，直到……

我的观察 孩子满脸疲倦，已有厌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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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一早，欢欢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请假，开
门见山地说：“孩子不想上学了，请假在家休息
几天。”

“孩子生病了吗，哪里不舒服？”我担心地
问，脑子里快速回忆欢欢是不是在幼儿园里和
小伙伴闹矛盾了，或者是老师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欢欢妈妈解释，“现在不是大班了
吗？幼小衔接多么重要，小学有数学、语文、英语
几门主课吧，我就给她依次报了拼音班、书法

班、数学班、英语班，原来的舞蹈课也不能落下，
因为报的课程有点多，只能掐着时间学习。”

欢欢妈妈说，每个礼拜一三五拼音，二四六
舞蹈，还有数学、书法、英语只能安排在双休日
了，时间实在不够用啊，“这几天欢欢说累，不想
上学，就请个假让她好好准备下傍晚的课。”

我听完有些沉重地放下电话，后面几天，欢
欢果真没有出现在幼儿园。而这样的情况一个
学期内发生了好几次。

欢欢每次来上学，总耷拉着脑袋，满脸疲
倦。我关心地问：“最近这阵子你在家里干什
么呀？”她总是回答我：“在家学东西，每天数
字、英语、背诗歌……妈妈老说我学得慢，还
得挨骂。”

成年人上班都有休息日，一个六岁的孩子
竟然比成年人还忙碌。我不由语塞，蹲下身给
了她一个拥抱。

考虑到先前欢欢妈妈的态度挺坚定，我试
着联系欢欢爸爸，旁敲侧击地了解孩子近况。
欢欢爸爸委婉地告诉我，他平时工作比较忙，
以前爷爷奶奶带孩子，管得松，也很宠溺，孩
子说累了就不去做，不喜欢就放弃。

但到了大班，欢欢妈妈发现朋友孩子都报

了好几个兴趣班、补习班，学得有模有样，这
下急坏了。她把工作辞了，全职在家管孩子，
给欢欢一口气报了八九个班，有的长期，有的
短期，每个班都紧盯着，做得不好就大声指
责，不给孩子松懈的机会。

有时，欢欢的爸爸和爷爷奶奶看不下去，
也会在旁边劝，但欢欢妈妈就会说：“别人家
的孩子都在学，我家不学不就慢人一步了
吗？”

虽然，这个行为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
的，但看着孩子在园里的状态，我隐隐感觉
到，孩子因为学习被逼得紧可能引发厌学情
绪，家长们却把这一细微情绪变化当成一时
撒娇或不听话。

我还给每一个孩子做在园记录，包
括欢欢。从学习、玩耍的状态，到吃饭、睡
觉等状态发送给家长，让家长及时了解
孩子，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教育计划。

欢欢的状态很两极化，在幼儿园里
很开朗，和老师、小伙伴有说有笑，但回
到家就是另一个模样，提不起精神，情绪
也低落。一段时间后，欢欢妈妈也渐渐注
意到这一点。

“我也感觉到，孩子最近情绪变化有
些大。”欢欢妈妈主动找到我说心事，“孩
子对于我给她安排的事情，第一条件反
射就是摇头、不耐烦，学得也不用心，能
偷懒就偷懒，效果非常差。”

幼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陪伴？父母
在亲子陪伴中应该注意哪些细节，这是
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给出的建议：“其实对于孩子而
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孩子小的
时候带着孩子到处走走，培养孩子的眼
界，从生活中去学习，让他产生对事物的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不知不觉就
学到了远超书本的知识。”

我给欢欢妈妈提了个建议，与其把
大量时间都用在补习课上，不如换一种
方式，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享受亲子时
光，阅读绘本听读故事，踏青看看季节的
变换，做做亲子游戏陪伴孩子成长，让时
间慢下来。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不用逼得
那么紧，孩子自己会产生兴趣。

庆幸，后来欢欢妈妈做了适当调
整，减少了补习班的数量，欢欢爸爸也
会参与进来，不做“旁观者”，一段时间
下来欢欢的状态好了很多，脸上笑容也
多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