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家长帮 A12
2021年9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许明 审读：邱立波

成长
周刊

B

家
长

帮

“双减”政策落地将近一个
月，有家长点赞叫好，也有家长质
疑和担心。担心减少了作业和学
科培训，孩子学习成绩会下降吗？

“在‘双减’背景下，不同层次
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以我
班上45个孩子而言，前20%的学
生因为自主学习能力强，他们在
学校里基本完成了作业，那么，他
们就会有更多自我支配时间进行
提高类题型的练习和课外兴趣的
培养。”有着近30年教龄的初中
教师王立义认为，班上后20%的
学生，在“双减”前，很多课余时间
可能是在校外培训班度过的，现
在，他们换了学习场地，在学校上
课后托管、晚自习，其间有任课教
师的帮助、有同学的相伴，无疑，
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效率也是有所
提高的。

王立义说，学校的课后托管、
晚自习服务不仅解决了很多家庭
接送孩子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它
能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而
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
让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保持持续
发展的动力。“学习犹如长跑，都
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拥有不怕挫
折、敢于担当、团队合作精神的孩
子，才具有很强的学业竞争力，所
以家长应该将眼光放宽、放远，应
该培养‘吃得了苦、负得了责、合
得了群’的孩子。”王立义表示。

顾春杰从一个高中老师的视
角，就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补充了
三个“力”：内驱力、自制力和反思
力。他分享了手机里一直保存着
的一段话，那是一名考上中科大
的女生发给他的：

其实高中时的我并不是很了
解各类大学专业，但心中一直藏
着一个小目标。

最初的缘由是家庭带给我
的。我的童年没有爷爷的参与，父
亲的青年没有爸爸的参与。从最
初的怀念逝者到保护生者、挽留
生者，我慢慢地萌生出学医的念
头。这个不长却占据我整个生命
的烙印指引着我的高中生活。

我记得班主任说过的一句
话：你不是这个班级最聪明的学
生，但绝对是最努力的学生之一。
最努力我真的不敢当，只是在当
时那个环境下力所能及地朝对的
方向前进。书背不出，就起早一会
儿，多读几遍；题不会做，就多问
老师、同学。我看不到这些努力短
期带来的变化，但我知道这是对
的方向，这就够了。那些疲倦困顿
的日子，现在想想，都是成长路上
闪闪发光的记忆。

现在我已经是医学专业的大
二学生了，在慢慢接触到专业课
后，很庆幸我对这个专业怀有发
自内心的好奇。生物的选择和进
化、人体运作的奥秘、疾病的机理
和预防治疗，都吸引着我往前走。
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到书本所学
即社会所需。

“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就是
这个学生的内驱力；进入高中后，
自修时间增多，学会自我管理即
具备自制力也显得格外重要，自
制不是压抑自我，不是苦读，而是
要学会张弛有度；学习还需要具
备反思力，对中学生来说，做错题
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实践。”
顾春杰解释道。

作业少了，培训少了，孩子成绩会受影响吗？

“双减”落地后家长担心的问题
这场“班主任茶座”为你一一解答

“‘双减’并不是否

定作业的意义或是补

课的存在，它要减的是

当下社会一种‘过度、

过泛’的教育现象。”

“‘双减’政策的出

台是有步骤有计划的，

旨在减轻学生及家庭

的负担，让教育回归本

源、回归学校，是一项

伟大的民生工程。”

“ 在‘ 双 减 ’背 景

下，不同层次的学生会

产生不同的变化，自觉

的孩子会更优秀。”

……

上 周 末 播 出 的 第

七期“班主任茶座”，老

师们围绕着家长应该

如何看待“双减”并如

何行动这一热门话题，

给出了许多实用的招

术。互动区里，家长们

纷纷点赞，观看直播的

人次超过19万。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张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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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伴中培养孩子能力
家长“人到”更要“心到”

很多家长往往只看到显性的学
习成绩，却忽略了支撑孩子成绩的是
其身上隐性的学业竞争力。“双减”政
策就是在传递一种信号：教育应该回
归本源，不能仅关注学习成绩，更应
该培养孩子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能力
和精神品格。

那么，具体而言，家长又应该怎
么做呢？

俞芬老师给出的一招是：高质量
陪伴。

“小学生回家没有作业了，作为
父母，你会陪伴孩子吗？”她举了个
例子，傍晚的小区里，常有家长陪着
孩子练习跳绳。有一类家长，孩子跳
绳的时候，他在旁边刷手机，孩子需
要时，他就帮忙看一下时间、记一下
成绩；也有一类家长，孩子跳绳时，
他拿着绳子和孩子一起跳，孩子停
下时，他会主动和孩子交流。“像这
样第二类的家长，就是一种走心式
的、高质量的陪伴。这样的陪伴能让
孩子感受到温暖，也更能调动他们
做好某一件事情的积极性。”俞芬
说，类似这样“人到心到”的陪伴有
很多，比如，举家旅行前，让孩子参
与整理行装、预算费用、查阅景点资
料、设计旅行线路等，这样的参与有
温度更有深度，可以培养孩子多方
面的能力。

教育学博士李丽则提醒大家，
孩子身体素质的发展是有窗口期
的。“所谓窗口期，就是到时间打开
了，过了时间就关上了，也叫最佳发
展期或敏感期。一般孩子的柔韧素
质训练窗口期从 5岁开始，12 岁结
束；灵敏素质的训练窗口期从6岁开
始，12岁结束；平衡训练的窗口期从
8岁开始，12岁半结束；速度训练的
窗口期从7岁开始，13岁结束；协调
训练的窗口期从10岁开始，13岁结
束。”不难发现，这些窗口期集中在
幼儿园中大班到小学毕业的阶段，

“家长们不妨利用好窗口期，帮助孩
子们把柔韧、灵敏、平衡、速度、协调
等身体素质发展好。”

顾春杰老师的建议是，身教重
于言教，家长们要与时俱进多学习。

“学什么呢？比如，多了解一些最新
的高考政策，当孩子在‘七选三’的
选课中摇摆不定时，家长可以给出
自己的建议，帮助孩子进行初步的
职业规划；又比如，高中生学习压力
大，心理容易出现波动，家长们不妨
看一些心理方面的书，关注孩子的
心理变化，通过科学的方法缓减孩
子的学习焦虑，帮他们树立学好的
信心。”

本期茶座的老师们一致认为，
“双减”政策减的是学生的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家长们应该承担的
家庭教育和亲子陪伴并没有减。而家
长们充满智慧的爱，会更有利于构建
良好的亲子关系，也定会助力孩子们
的成长！

A 吃得了苦、负得了责、合得了群
这样的孩子更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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