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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1504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6%
的受访家长坦言自己曾过度帮助孩子，70.0%的
受访家长觉得这样会导致孩子失去独立性，依
赖家长。81.8%的受访家长建议摆正位置，让孩
子独立自主成长。

（3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的陪伴和帮助不可
或缺。但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有底线，帮助
孩子也需抱持理性、明智和科学态度，做到适可
而止。88.6%的受访家长坦言自己曾过度帮助孩
子，暴露了家庭教育中一个亟需矫正的共性隐
忧。

应该说，现代家长中的大多数对让孩子“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道理并非不懂，很多时候的

“过度帮”缘自家长的看不过或忍不住。但仔细
剖析，是认知误区的心理因素所致。比如功利心
理，家长过度在意孩子的“起跑线”“初速度”，哪
怕越俎代庖也要帮孩子做到“最好”；基于溺爱
心理，总担心孩子会吃苦受累，竭尽所能给孩子
以最周到服务；补偿心理，因自己小时候没条
件、无人帮，现在要补偿给孩子。这些心态看似
是在关心、帮助，实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成才。

表面看，过度帮孩子会让孩子作业更完美、
任务完成快、比赛成绩优，但这些“美”“快”“优”
却并非来自孩子的“独立”所为，更不能反映其真
实能力，且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首先，过度帮助不利孩子思考力发展。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孩子做作业、做手
工的过程，既是对其动手能力的锻炼，也是对思
考力的开掘。没有亲力亲为就谈不上真正的收
获。父母过度帮助，只会让孩子产生思维惰性，抑
制思考力发展。

其次，过度帮助无益孩子独立性养成。孩子
自己完成任务，可能会不完美甚至出错，但这却
是成长、成才的必经过程。家长过度帮助甚至介
入，孩子就会失去主见而变得缺少独立性，在父
母事事周全保护中，孩子也错失了试错成长的
机会。

其三，过度帮助会导致孩子不自信。孩子成
长过程也是其不断增强责任心和担当意识的品
格完善过程，而自信心就是其最大源动力。父母
过度帮助和参与，势必会导致孩子在需要独立
行事时的畏缩不前和自信缺失。

规避对孩子的过度帮助，需要厘清父母职责
和孩子任务之间的边界，谨防家长角色错位。家
长要学会把握“帮助”的火候、时机和分寸，做到
孩子不请求时不主动帮，请求帮忙时多引导，遇
到困难时多鼓励。同时，老师也要注重把家长可
能干预较多的事项留在课堂，并教育孩子养成
独立完成的习惯。 张玉胜

过度帮孩子 是“害”不是爱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招聘名单在
网络屡屡刷屏，“名校”“研究生”已然
成为中小学招聘的标配。名校毕业生
进入中小学校园，会是基础教育发展
的“万灵药”吗？半月谈发出灵魂之问：
名校生+高学历=好老师？

（3月26日《半月谈》）

名校生可以成为名师，也可能成
不了名师，关键是学校应该有一个什
么样的思路。广东某重点高中班主任
王老师表示，有些非师范专业毕业的
名校老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难将
自己所学转化为贴合学生认知的知
识，他们课堂上所举的案例往往太难，
学生达不到这样的理解水平。而从网
友评论来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名
校生不能背这个锅，这不是名校生不
努力的问题，而是教育部门的思路需
要改变。正如已经成为教师的名校生
所说，大多数高学历毕业生有着较为
宽阔的视野，而且有多种技能傍身，能
够带给学生许多课堂之外的体验，关
键是学校怎么让他们扬长避短。

要解决名校生不能成为名师的担
忧，首先在录取上，要与师范生一碗水
端平，普通话要考，教师资格证更要
考。即使是暂时放宽条件，可以延长名
校生的试用期，直到其拿到教师资格
证书。

其次，学校要对名校生做出更合
理的安排。比如，名校生可以进入教研
室，为需要更深层知识的一线教师解
疑释惑。即使名校生必须安排到一线
教学，也必须有一个名师培训计划。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师范院
校要根据社会对教育的更美好需求，
在专业设置上更加与时
俱进，对未来教师进
行多样化、多层次的
人才培养，甚至可
以和名校开展项目
合作，以解决教师
职业结构性短缺问
题。 丁慎毅

一直以来，在不少家长心中都有
这样的“座位理论”——“在班级的座
位决定了以后在社会的位置”。不少学
校都上演着“排座江湖”。为了解决矛
盾，有的老师选择相对公正的方式，即
全班孩子无论个头高低、视力情况如
何，都采用前后左右轮换的顺序，保障
每个孩子都有坐前面、坐中间的机会。
完全“公平”下，很多家长仍有一肚子
委屈：“我的孩子个子矮，往后面一坐，
只能看到前面同学的后脑勺。”

（3月25日《中国教育报》）

所谓的“座位理论”，显然缺乏科
学依据，但是，一旦家长形成那样的思
维定势，一般都不会轻易改变，若孩子
的座位不在自己的期望位置，就会感
到失望、焦虑，有的家长可能会直接向
老师提要求换座位，有的可能辗转托
人求情，甚至于，有的家长还可能为此
给老师送礼。如新闻中的某位家长就
表示曾经费尽心思给老师送礼物，“就
是为了有底气跟老师谈孩子的座位问
题”。

座位与孩子学习成绩，其实并无
多少关联，有意见认为家长关心则乱，
过度焦虑。这应该也是一个方面，但
是，笔者以为，如何安排座位，教师心
中应当有杆秤。

这应该是一杆公平秤。要让家长
与学生相信排座无玄学，教师内心就
应该坦荡无私。平时对学生一视同仁，
切不可将成绩好坏作为排座的依据，
将家长普遍认为的“黄金座位”作为学
霸或有背景学生的专座。公开排座依
据，如根据身高排座位，这样的基础上
再对视力上存在问题，确实需要特殊
照顾的学生进行微调。

这也应该是一杆实打实的诚信
秤，良心秤。一旦明确了排座原则，老
师就要守住防线，坚决杜绝“人情座”、

“特权座”、“腐败座”等，平时要加强家
校联系，家长的某些合理化建议当然
应该听取，但在班级管理的原则问题
上，教师不能做提线木偶，被家长牵着
鼻子走。不然，口子一开，你也要求换
座我也要求换座，会让教师疲于招架。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座位的确需
要定期调整，做到“黄金座位”轮流坐，
假如部分同学总是坐中间，部分同学
总是靠边或后排，要让他人相信老师
没有私心没有偏见，那是不可能的。

排座问题上，家长若干预太多，既
会分散老师的教学与管理精力，同时
也可能让世俗、市侩之风渗透进校园，
玷污校园净土，影响教育公平。笔者以
为，要让家长摆正对座位的看法，教师
就要将心头的那杆秤摆正了，放好了，
要公正廉洁，那样，对家长的过度干预
才有说“不”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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