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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父母是一种职
业，那它应是世界上最难
的职业。因为它没有岗前
培训，没有岗中培训，既不
能辞职，也不能退休。

有人说，做父母就是
一场修炼。有的人，修炼得
好，收获了一个个果实；有
的人，修炼得不够好，期待
的花儿迟迟不开。我们希
望，每一位父母的修炼都
有或大或小的果实，那么，
修炼的方法和过程就变得
非常重要。

2020 年，我们陆续开
设了“对你说”“育儿经”

“家长帮”等栏目，邀请心
理专家、教育专家坐镇，一
同来解剖孩子种种表现、
父母种种困惑背后的指
向，告诉你科学的育儿和
交流方法。作为宁波主流
媒体首家教育专刊，我们
还依托甬上教育 APP 平台
建 立 首 家“ 家 长 成 长 学
院 ”，录 制 近 100 节 微 课
堂。在带娃成长的这条路
上，让我们互相陪伴，一同
前行。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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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拖拉
这些都有方法“治”

养孩方知父母恩。真正做家长后，我
们才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怎么陪
孩子写作业，才不会上演“灾难片”？女儿
考试总是不够优秀怎么办？我们在和身边
家长们聊天时，发现总是绕不开这些话
题。

姜妈妈的女儿桃桃上小学三年级，她
向我们吐苦水：孩子在课堂上听课不专
心，数学课拿出修正带在课桌上涂画，有
时候又会把笔从笔袋里一支支拿出来然
后又一支支放回去，被老师反映多次注意
力不集中，几次三番让孩子不要再玩了，
可孩子总是改不掉这个习惯。“老师已经
向我反映好多次了”，这位妈妈很发愁，不
知道该用什么办法，让孩子改掉这个坏习
惯。

和身边很多家长聊天，或多或少都会
有相同的烦恼。“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
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个中滋味，不言而
喻。

作为一个教育记者，义不容辞，我们
得帮大家找个对策。多位心理专家、教育
行业浸润多年的一线教师剖析问题后，给
了家长许多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对你说”栏目开篇，我们就推出《孩
子上课小动作频频 多次被批评改不过
来 家长非常苦恼：怎么办？》，邀请宁波市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教师丁岑维，以桃桃喜
欢上课玩修正带的事情为例，给了家长具
体的应对策略。让家长明白应该引导孩子
了解原因，让孩子自己探索解决问题的办
法。

姜妈妈感激地说：“看了这篇报道，给
了我新的思路。现在，我不会总是在集中
注意力上面下功夫，而是教孩子适时调
整，在注意力的放松和集中之间进行较好
地转换。现在桃桃已经不玩修正带了。”

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就要
从娃娃抓起。省市两级班主任工作室领衔
人、来自宁波市实验小学的茅燕琴特别推
崇的番茄工作法又让家长们学了一招。

洋洋的妈妈学以致用，极大地提高了
刚读一年级的孩子的学习效率。“现在洋
洋做作业、吃饭、洗澡，她都用计时器进行
计器。比如这件事节省了5分钟，那件事节
省了10分钟，都用小卡片记下来，积攒到
一定多的时间周末奖励一次外出游玩等。
这使得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很高。”洋洋妈
妈如是说。

成长的阵痛、升学的焦虑、亲子沟通的技巧……

我们做家长的好帮手

助孩子成长
我们义不容辞

教育，离不开学校的培育，也离
不开家长的支持。家校紧密合作，就
像是一座育人的闪亮“灯塔”。只要双
方积极沟通，相互理解，共同守护，就
能让孩子在“灯光”的指引下更加阳
光、自信、健康地成长。

6月中旬，我们开启“家校互信，
我们应该怎样做”话题讨论活动，接
到了近千个家长、老师的投稿。在这
里，有老师的做法和思考，也有家长
的切身感受，都是和孩子成长有关
的。我们提供了一个互信倾诉的云平
台，那些平时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在
沉下心后，通过笔尖流出，通过我们
传达。

在开学季，我们携手全市各县
（市、区）20余位名校长，在甬上教育
平台开设“开学第一课”栏目。“生活
是最鲜活的教育”“随时回首，随时都
能发现真善美”“灾难教会我们更好
地成长”……校长们的这些谆谆教诲
至今让师生们记忆犹新。

我们还开设了宁波主流媒体首
个“家长成长学院”。这是一个帮助家
长学习成长、提供现代家庭教育知识
的公益平台。在宁波市教育局的大力
支持下，我们集合名校长、名班主任、
名师、特级教师和其他家庭教育专家
力量，分学段组建讲师团队。截至目
前，我们共推出了44期，近100篇微
课堂。例如：幼儿阶段的如何让孩子
更快融入集体生活？小学阶段的孩子
作业粗心，漏题怎么办？初中阶段的
孩子说学习好累时，家长该怎么办？
高中阶段的孩子收到情书怎么办？

我们希望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
育人理念，同时建立宁波地区公益网
上家长学校，探索一条“家庭教育+互
联网”的有效传播渠道。

今夏，热播剧《隐秘的角
落》火了。这部改编自宁波作
家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的网
剧，引发了观众对孩子心理健
康的热议。

剧中，高智商男孩朱朝阳
“黑化”的背后，是母亲忙于工
作疏于照顾、父亲忙于新家爱
得不公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让
一度胆小温顺的乖孩子渐渐
变得面目狰狞？为了弄清“坏
小孩”的成长过程，我们邀请
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几十年
的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
宁波教育学院研究员徐晓虹，
解读那些“隐秘角落”。

徐晓虹说，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可能遭遇很多“隐秘角
落”，有来自家庭的，有来自学
校的，还有来自青春期发育
的。在亲子沟通良好、充满爱
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更愿意
与父母分享各种“秘密”，父母
也能更快地察觉孩子的变化；
反之，缺乏爱与温暖的家庭，
亲子沟通很少，孩子心里的

“秘密”就更多，这样的秘密积
累到一定时候，谁也无法预料
会发生什么事。

北仑泰河中学班主任蔡
苗衣和我们分享了一位学生
的成长。丁阳是一位看似安
静的男孩子，来自单亲家庭。
父亲的暴力行为在孩子心中
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给了
孩子高度紧张和恐惧。他渐
渐喜欢上写阴暗小说，习惯
在自己的天地里发泄心中的
恐惧，透露出对现实世界的
不满和压抑。

在蔡老师的积极引导下，
丁阳把更多经历投入到学习
当中，更珍惜与同学相处的时
光。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大
学生，从寝室长做起直至竞选
班委，还经常参加校外的志愿
者活动。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使得他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当然，从一个内向、爱写
阴暗小说的男孩变得在人际
交往中游刃有余，并不是单靠
班主任说教就能一夕之间改
变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来
自家庭的爱与温暖是最重要
的营养，这方面的缺失，就可
能导致孩子一系列行为的异
常。”这是老师与教育心理学
专家共同的表达。

和孩子说话
打击式教育要不得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
随着家庭教育越来越受重视，许
多家长也知道要进行正面管教，
多鼓励孩子。道理都懂，可有时候
做起来却会偏离初衷。

“打击式教育要不得”，我们
在梳理今年的家庭教育话题时，
发现这是老师们时常会提到的一
句话。但父母苦口婆心，孩子无动
于衷，这让爸爸妈妈们非常恼火，
一气之下更容易放出狠话，从而
激化矛盾。经常被父母打击的人，
会极度自卑，常常会陷入强烈的
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情绪中不
可自拔，这就是“负向心理循环”。

12月中旬，我们携手宁波市
百优班主任、鄞州区名班主任、横
溪镇中心小学老师俞瑜，面向该
校200多位五年级学生，做了一
份有关亲子沟通的调查，引起广
泛关注。

这次调查，让许多爸爸妈妈
知道孩子考试考砸后，可以说：

“你考差了，你一定很难受，妈妈
愿意听听你对这次考试的感受”，
或者“考试检验我们最近学习状
态的试金石，妈妈想跟你一起来
总结一下问题的原因出在哪里”。
而不是“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是
干嘛的？”“你看看别人考了多少，
看看你！”

对青春期阶段的孩子，父母
该如何有意识地运用“正向心理
循环”，避免“负向心理循环”。

我们向多位老师征求建议，
提醒家长做亲子沟通时，要认识
到孩子的独立性，站在孩子角度
理解他，以平等的身份尊重他，以
理谈事说服他；既指出问题，又给
足面子，既找到不足又善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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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呼吁：关注成长中的“隐秘角落”

《隐秘的角落》热播时，我们制作心理健康专辑，关注孩子成长中的“隐秘角落”

本报的天天甬上·家长成长学院上线。

亲子沟通怎样才不会把天聊
死？鄞州区名班主任做校园调查
后，回答了这个问题。

家长带娃时“头疼”的问
题，我们约资深教育专家为大
家细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