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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外地，但他们总
说，我好像就在他们身边，因为我
几乎每天都会给他们发信息和照
片，告诉他们我每天的生活。”宁波
新东方学校校长秦林用自己陪伴
父母的方式，让现场家长理解，原
来陪伴的关键词，叫同频共振。

曾有相关教育机构做过调查，
除了周末和睡觉时间除外，56%的
家长工作日每天陪孩子的时间顶
多不超过3个小时，陪伴时间最长
的项目也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诸如
一起吃饭、辅导孩子做作业、陪孩
子玩一会儿等。但随着孩子的年龄
增长、心理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
意识到，以科学的陪伴方式参与并
陪伴孩子性格的共同养成、心理成
长的建设更重要也更难。

秦林认为，陪伴需要态度，需
要投入情感以及创造条件和孩子
在一起做事，而不是训斥，不是监
督。陪伴需要有质的保证，还要有
量的积累。

他为家长们提供并设计三个
陪伴场景，旅行，父母与孩子在异
地独处中了解彼此，发现彼此的闪
光点；阅读，在平静祥和的氛围中，
与孩子进行思想的传递；运动，在
酣畅淋漓中体会运动的愉悦、竞技
的乐趣、合作的信任。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人生
中的幸福时刻与物质并没有什么
关系。”秦林说，家长们应该有意识
地为孩子创造这样的幸福时刻，而
不是在有限的陪伴中激化与孩子
的矛盾，影响亲子关系。

想亲力亲为陪伴孩
子，却忙到没有时间；百
忙中抽空与孩子聊天，
却始终“话不投机”……
面对日渐长大的孩子，
如今，不少小学高年段
的父母正在经历新的矛
盾和挑战。

如何找到和孩子沟
通的语言密码？如何与
孩子共建和谐的相处模
式？如何让亲子间的有
效陪伴发生？6 月 4 日，
现代金报家庭教育论坛
在 宁 波 市 实 验 小 学 举
办，与现场200多位家长
共 同 打 开 当 晚 的 话 题
——小学阶段，家长如
何做好有效陪伴，由此
开启一场生动的思辨之
旅。

孩子是怎么一步步不愿意听话的？

如何做到有效陪伴
尊重孩子是沟通的“语言密码”

并非所有的陪伴
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孩子长大真是一眨眼的事，明
明上学期还嬉皮笑脸地跟你开玩笑，
这个学期就像个小大人，装了很多心
事似的，如果我们家长跟不上孩子的
节奏，那么，与孩子的距离势必越拉
越远。”在论坛开场前，已有不少家长
早早落座，对于当晚的话题，他们兴
趣浓厚，也期待在这找到“解题思
路”。

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嘉宾，宁波教
育学院副教授、儿童研究院副院长徐
宪斌非常认同家长们的观点，“今天，
我们坐在这里，探讨陪伴的问题，恰
好说明了当下我们对陪伴的重视。”

不过，并非所有的陪伴都能起到
积极作用，在徐宪斌看来，“有效陪
伴”是相对于“失陪”和“无效陪伴”而
言的。譬如，“失陪”是父母放弃对孩
子的陪伴；“无效陪伴”是指父母虽然
形式上是和孩子在一起，但没有沟通
交流，没有鼓励引导，甚至只是一种
命令管控，那实质上就是一种无人陪
伴或者是“反陪伴”，“陪伴最直接的
体现，在于家长给予了孩子自我价值
感。在陪伴中，使孩子获得自尊自信，
建立安全感，并有助于构建他在社会
中的积极人际关系。”

基于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
律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徐宪斌与家
长们分享了不少理论知识，他谈到，
在陪伴孩子上，家长需要站在生命
全程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小学高年
段的孩子，正是培养求知欲、自律、
自信等能力感的最佳阶段，因此，有
效陪伴并不只是在辅导作业上，更
多的在培育良好的个性品质上，无
用之用成就有用之用，说的也是陪
伴孩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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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教育学院副教授、儿童研
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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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千万不能陷入自
我感动。”宁波市实验小学副校长
乐静从教育观察者的角度出发，解
读了陪伴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反面
教材”。比如，人到心不到，当孩子
遭遇“成长瓶颈”时，不积极帮助孩
子，还自我安慰，坚持所谓的“静待
花开”；对孩子的要求无条件应承，
顺从陪伴；还有的，祖辈替代陪伴
……在这样的陪伴下，孩子非但不
能获得有效成长，更将成为破坏亲
子关系的催化剂。

乐静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三
年级的男孩说起自己的全职妈妈，
是这么形容的：“她一点也不辛苦
啊，不就是每天送我上学接我放
学，在家就是睡觉、看手机”，而事

实上，孩子没能看见，妈妈早早地
起床，为全家人做早餐，趁着孩子
上学、丈夫上班后，才能安静地小
睡一会儿。

“孩子看不见妈妈的辛劳，不
认可妈妈的付出，可见，这位全
职妈妈的大量陪伴并没有起到
预期的成果。”乐静认为，在陪伴
中，家长仍要重视孩子人格的培
养，同时，也不能放弃自我成长，
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成为孩子
学习上生活上的最佳队友，“你
在学业中进步，我在事业上加
油，互相交流，彼此认可，如此有
心的、有温度的陪伴才能让父母
与孩子体验‘共同奔赴、双向成
长’的美好与幸福。”

重视孩子人格的培养
同时也不能放弃自我成长

“平时总是催着孩子多学习，
没想过，更需要学习的是家长。”嘉
宾讲得恳切，家长也听得认真，频
频点头，有的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
满满的要点细节。

吴望舒今年正好带着五年级
的班，家长们的心情，她最能体会。
吴老师说，面临即将到来的小升
初，事实上，孩子肯定比家长更焦
虑，家长能做的第一件事，还是要
与孩子并肩作战，把成绩提上去。

怎么提分？是拼命地给孩子报
班，还是关在家里疯狂刷题？吴望
舒支了个最实在的招，借助分析试
卷，发现孩子学习的问题所在，再
进行针对性的帮助。

孩子拿回卷子，先别急着下结
论，而是先问问孩子，对自己的成
绩满意吗？如果满意，那么请他把
之所以能考好的方法写在纸上。比
如仔细读题、准备充分、书写端正
等；如果孩子觉得不满意，那么也

别斥责埋怨，而是让他把错题写下
来，说说为什么做错了，以后怎么
加强，与孩子一起攻克难题。

“如果家长居高临下地指责孩
子，很容易激起孩子的抵触情绪。
换种方式，让他自己分析，那么孩
子在学习方面的主动性就体现出
来了。”吴望舒以“四两拨千斤”的
方式，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最大矛
盾轻松化解。

在学习之外，吴望舒也强烈建
议，父母多参与孩子的各项实践作
业，“很多父母觉得，实践作业与学
习没什么关系，而且孩子不会做，
常常要家长代劳，十分麻烦，但其
实，每一项实践作业都是一个有效
陪伴孩子的机会。”

她认为，孩子在完成实践作业
的过程中，既学会了如何解决问题
的思维模式，收获成长的技能点，
也享受到父母对他的陪伴，实属一
举三得。

与孩子一起学习
实现“有效陪伴”

在孩子喜爱的环境中
创造幸福陪伴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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