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
需要具备与孩子交流沟通的能
力，聊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方式。可惜有些家长不会聊天，
聊着聊着总是把天给聊死了。

孩子最讨厌，也是最无用
的聊天方式有哪些？

目的性太强。有些家长跟
孩子聊着聊着最后往往变成了
说教。比如：

家长：“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啊？”

孩子：“学了好多新知识
呢。”

家长：“学新知识就对了，
要多学知识，不然以后就只能
搬砖。”

孩子：……
家长：“今天过得开心吗？”
孩子：“恩，今天认识了一

个新朋友，我们特别聊得来。”
家长：“交朋友可以，但不

能经常一起玩啊，先把学习搞
好了再说。”

孩子：……
聊什么都能聊到学习上，

本来孩子还想跟父母分享一下
的，到最后往往无语收场了。这
种聊天方式效果是微乎其微
的。

审问似的让孩子汇报。很
多家长在去学校接孩子放学
时，一路上不断地询问孩子今
天在学校的情况。长此以往，孩
子的回答也开始模式化：“恩，
不错，还可以，挺好的……”这
样应付的回答，家长是得不到
任何有效信息的。

不耐烦似地回应。别以为
聊天多简单，尤其对象是孩子
时，面对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
牌的对手，家长们是很容易把
天聊死的。比如：

孩子：“妈妈，我想跟你说
个事儿。”（孩子主动发起了聊
天信号）

妈妈：“说。”（正忙着，有点

不耐烦）
孩子：“妈，我想买一双球

鞋。”
妈妈：“买什么买？不是有

那么多鞋吗。”
孩子：“就给我买一双吧。”
妈妈：“不买，赶紧做作业

去！”
孩子：“哼！你不买我就不

做作业！”
这样不仅把天聊死了，还

激起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矛
盾。如果妈妈能在孩子提出要
求时，进一步询问孩子原因：

妈妈：“为什么突然要买球
鞋呢？”

孩子：“因为我们学校要举
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妈妈：“那你准备参加什么
比赛呢？”

孩子：“我想参加……还有
你知道吗妈妈，今天老师还夸
我跑步跑得快，建议我加入校
田径队呢……”

如果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
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说的还有
好多好多。如果孩子找你沟通
时，你刚好在忙着，那么宁愿让
孩子等一下，也不要着急应付
孩子。

有时候，学会倾听比不停
地询问更重要。有时候，可以适
当示弱，不要表现得什么都懂。
另外，如果家长谈话抓不到点
子，整天泛泛地要求他应该这
样，应该那样，一见面就反复叮
嘱“要好好学习”，效果可能是
反向的。

反之，如果家长平时多观
察，积极与老师沟通，多到学校
走一走，了解一些真实的具体
情况，那么一旦谈话，“某月某
日某时某地某事”内容确凿具
体，孩子一下子被点中穴位，知
道你在真正关注他，也不会有
托词了，再继续谈下去效果会
截然不同。

暑期里如何做到有效陪伴？
当了27年班主任的鄞州中学老师这样说

暑假刚过去一周，
朋友圈里已经多了一些

“神兽出笼，家长累趴”的
吐槽。两个月的假期，不
同的家庭会结出不同的
果实，陪伴确实是家长需
要修炼的一门功课。

7 月 11 日，宁波大
学园区图书馆教育大讲
堂邀请了有着27年班主
任经验的鄞州中学副校
长朱云方，作了一次“浅
谈家长有效陪伴孩子的
策略”的讲座。

朱老师以“我的遗
憾和我的欣慰”开始他
的讲座，夫妻俩都是高
中老师，养育的女儿在
学习上谈不上多成功，
这是朱老师的遗憾。他
反思，这个遗憾的背后，
是因为平时工作忙碌，
小时候经常把女儿一个
人留在房间，让她看电
视或者玩，没有养成良
好的习惯。之后，意识到
问题的朱老师开始弥
补，无论多忙，他都坚持
晚上给女儿和妻子做一
顿晚饭，一个月一家人
去外面看场电影或者小
聚一餐。慢慢地，女儿变
得上进，工作也已稳定。

关于陪伴，是朱老
师自己养育女儿的反
思，是27年班主任工作
中与家长和学生交流的
心得，也是一位学习者
在阅读中的思考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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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鄞州中学副校长 朱云方

大家都知道陪伴的重要
性，但并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
结出好的果子，朱老师总结了
家长陪伴孩子过程中存在的六
种误区。

形式上陪伴，有身无心。主
要表现在身在心不在，比如在
客厅里看电视、在孩子身边玩
手机等。

口头上陪伴，有诺无行。总
是承诺会陪孩子，比如去看电
影、到什么地方去玩等，但总
是没有成行。

控制式陪伴，有陪无情。所
谓的陪伴其实是为了监督孩子
的一举一动，这会导致孩子的
反感和排斥。

骚扰式陪伴，有行无效。有
意无意地去看孩子的学习情况
或者作业完成情况，甚至轻易
打断，没有顾及孩子的想法和
感受。

补偿式陪伴，有陪无质。为

了陪伴而陪伴，带着平时太忙
疏忽了孩子的自责情绪来弥补
内疚，更多的是自我感动。

功利性陪伴，有陪无度。文
化课的学习时愿意陪伴，但在
孩子的运动和游戏上就不愿陪
伴。

对此，朱老师认为主要有
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没有正确的教育观：
教育是慢的艺术，如果连父母
都没有耐心等待孩子前进的
话，还有谁能给予孩子耐心
呢？

二是没有正确的孩子观：
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和面
子，没有民主地对待。

三是缺少良好的家庭环
境：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
有着一个问题的家庭。

四是缺乏教育智慧和方
法：带着自己在工作上的情绪
进家庭，对孩子简单粗暴。

六大陪伴误区，你在不在里面？

聊天是一种好方法，但你会聊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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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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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考总分180分，我们家娃初二
期末考试竟然只考了120分，光这门学科
就和前面的同学相差了四五十分，真是愁
人。”“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偏科有点严
重，暑假里再补补看吧，也不知道有没有效
果”……这是某培训班教室外，两位送娃上
科学课的妈妈的日常交流。

作为中考分值最大的一门学科，科学备
受家长关注，有的家长甚至给孩子报了不止一
门科学课。对此，镇海蛟川书院SMALL研究
会的科学老师们，在这个暑假伊始做了一件事
情，由领衔老师曹雁撰写了《初中科学学习需
要注意的八个问题》，几位老师合作将之录制
成了视频。

学习科学需要刷题吗？

其实这是个假问题，习题训练对于每一
个学生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凡是学习
一门学科，不做题不刷题是不可能学好的，
只有在大量练习甚至是反复练习下，才可以
对一门学科达到熟练甚至是精通的程度。很
多家长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因为看
到其他孩子做了很多参考书中的习题，而自
己的孩子做得比较少，感到恐慌。但是这个
问题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首先，学生每天
的学习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各科的
题目应当均衡分配；其次，“刷题”这个词并
不是指堆砌题目的数量，而是将各种题型做
得全面，对每一类题型都能深入掌握。

那么怎样才是科学的“刷题”呢？第一，
精心挑选一本好的习题集，即使没有特别
喜欢的也没有关系，任意两本同一学科的
参考书基本上可以囊括所有的题型了；第
二，为孩子设定好每天的任务和刷题量，不
要超出时间限度，保证睡眠时间；第三，在
训练的过程中关注那些易错题，找到知识
漏洞和思维缺失的点，再进行针对性训练；
第四，不时地进行诊断性的自我测试，避免
知识遗忘的时间过长。

为什么要关注非正式学习？

所谓的非正式学习是相对于正规的学校
教育而言的，是指在工作、生活、社交等非正
式学习时间和地点接受新知的学习形式，包
括做中学、玩中学等。常见的沙龙、读书会、聚
会、社会实践等活动中都会有学习行为的发
生，它们都是典型的非正式学习。事实上，非
正式学习的广泛存在满足了一个人大部分学
习的需要，达到了个体学习需要的70%以上。

在科学学习中，家庭科学实验活动、社
会实践活动、科普阅读活动、科技节活动、
科技展览活动等都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形
式，虽然它们看起来与考试无关，但是从影
响学生一生的科学素养来看，非正式学习

开展的力度和深度正是学
校文化的着重体现，它既能
改变学校教育的气质，也能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改善
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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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拉分大
怎么科学地学习？
蛟川书院的老师们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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