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万建刚 余维新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A

今年正读三年级的小学生琳
琳（化名），突然对学习失去了兴
趣，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精神来，还
以各种理由说身体不舒服而逃避
去学校。这急坏了她的妈妈刘女士
（化名），她向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
指导中心打来一个咨询电话诉说
情况。

经过一番了解，事情的原因浮
出水面。原来，琳琳在班里学习成
绩一般，尤其在数学上开窍较慢。

“3分钟之内完成100道口算题，别
的孩子能完成，为什么她不行？就
是下功夫不够。”刘女士回忆，前一
阵，她每天督促着女儿练习数学口
算。琳琳好不容易达到了要求，目
标任务又提高了。

同一天家里送来了一个快递，
妈妈告诉琳琳：“这是给你买的。”
琳琳喜出望外，以为是妈妈给她的
奖励，打开一看，是一支登山杖。

“这就是用来打你的，作为不好好
学习的惩罚。”妈妈的话，让本来兴
奋的琳琳一下子跌落心情谷底，充
满了恐慌。从第二天开始，琳琳就
不想学习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正读五
年级的学生小浩（化名），在妈妈看
来“做作业拖拖拉拉，一点都不认
真”，不听话，而且还经常发脾气。

妈妈觉得小浩不理解自己的
良苦用心，所以常以批评、惩罚等
方式给小浩“立规矩”。小浩认为自
己学习已经很努力了，妈妈只看重
结果，于是就以被动、沉默的方式
表达不满，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做作
业拖拖拉拉。母子俩的关系渐渐陷
入恶性循环。

其实，小学生的烦恼并不少，
尤其是小学中高年段，写作业拖
拉、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达不
到预期等，加之亲子沟通不到位，
很容易引发亲子冲突，不利于孩子
的身心健康成长。

好好的孩子
为什么突然不学习了？

案例

面对这样的现象，北仑区教育
局教科所心理健康教研员张越说，
调查发现，家长对孩子在学业成绩
上的不满，成为引发小学中高段亲
子关系冲突的重要原因。

孩子进入小学中高段后，在心
理上呈现出青春期早期的特点，开
始拥有了自我独立想法，随着学业
难度增加，不同孩子之间的认知水
平开始出现分化，很多家长为了让
孩子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用毫不
客气、层层加码的要求让孩子对学

业产生倦怠、害怕，甚至厌恶的情
绪。家长们过高的期待，逐渐内化
到孩子的心智，其实是提前透支了
孩子的精力和动力。

张越分析道，在教育孩子的过
程中，当前一部分父母通常存在两
个误区。一是对孩子成绩过分执念
和焦虑，只关注智力发展，而忽视
孩子社会化的发展，就容易使孩子
们处于一个扼杀所有创造力、宣扬
读书高于一切的环境中，孩子会畏
惧变化，过于追求物质生活和外在

肯定，却缺乏教养、胆小暴躁，极易
受挫。

二是父母给予事无巨细的包
办和保护。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
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撤出”对孩
子生活的包办，让孩子在适当的挫
折中发展出“现实感”。完全被照顾
得很细致的孩子，相当于被剥夺了
真实成长的环境。他的需求和情绪
始终需要被及时满足，一旦达不到
他的期望，就会选择退缩和逃避的
方式应对困难。

孩子突然失去学习兴趣怎么办？
做作业拖拖拉拉，一点都不认真怎么破？

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专家们这么说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小学生

时代是无忧无虑的。很多人认为孩

子年纪小，哪里有什么烦恼？其实，

孩子年纪虽小，但是“烦心事”还真

的不少：学业负担、家庭问题、同学

关系……那么，家长朋友们，你知道

孩子的烦恼是什么吗？你是否真正

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真正的爱孩子、懂孩子，洞察
孩子的内心世界，构建良好的亲子
关系，家长应该怎么做？他们给出
了如下建议。

如何做一个“看见孩子”的父
母？

北仑区教育局教科所心理健
康教研员 张越：家长要理性看待
孩子的成绩表现。摒弃“孩子一定
要赢在起跑线”的不良理念，不要
被网上某些观点偏激的育儿理念
所洗脑。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一
生是很长的。作为父母，我们应该
跟孩子一起制定跑马拉松的计划，
而不是用参加短跑的计划来跑马
拉松，这需要我们给孩子留足“主
动性”和喘息空间。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
注意分寸。家长们要把握好规训的
尺度，无论语言和行为上都要注意
方式方法。特别是当孩子的表现不
尽如人意的时候，家长要避免武断
地否定或者粗暴地训斥孩子。在看
到孩子的局限和优势的基础上，培
养孩子对于知识本身的喜欢，而不
是只盯着学校的考试分数不放，这
会让孩子形成学习是“为了让爸妈

满意，让爸妈有面子，让爸妈不惩
罚自己”的观念，严重削弱孩子的
学习动机。

家长要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
感受。如果家长与孩子之间已经
发生一些不愉快，应该及时做好
沟通与关系修复，认真倾听孩子
的想法，满足孩子希望自己被父
母理解的内心需求。孩子便可以
发展出良好的人格特质，流畅地
让自己的情绪流动起来，面对外
界伤害的修复能力也能变得更加
强大，更有力量感。

看到孩子抱着手机时，你是否
会感到焦虑和愤怒？你是否担忧孩
子因为沉迷游戏而荒废学业？你是
否因为手机和孩子频频引发冲突？
当孩子被网络“网”住，该如何做好
亲子沟通呢？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摆
脱手机依赖？

北仑区新碶小学心理教师 蔡
科峰：约定时间，防止沉迷。与孩子
约定好玩游戏的时间，最好是每天
或者每周的固定时间，超过时间，
就要停止。

培养兴趣，鼓励爱好。多培养
孩子的阅读、文体等爱好，转移孩

子的注意力。比如，鼓励孩子参加
学校的篮球队、合唱队，或是科技
兴趣小组等。

净化“朋友圈”，多交益友。多
关注孩子的朋友圈，看看他们经常
和什么样的同学在一起。引导孩子
与爱学习的同学交朋友，那么他自
然就放弃游戏了。

欣赏和鼓励是增强孩子自信
心、促进亲子关系的有效方式，家
长应该如何正确表达呢？

江北区洪塘实验学校心理教
师 潘泓伊：陈述事实。明确告诉孩
子具体什么做对了，而不是笼统地
说你今天很棒。

评价事实。让孩子知道自己行
为的可贵性，产生自豪感。比如早
起背书是自律的表现。

表达感受。表达“我真为你感
到高兴”，而不是“我真高兴”。“我
真高兴”代表如果孩子做的不好我
就不高兴，无形中增加压力。

身体接触。在口头表达鼓励的
同时，还可以抱抱孩子、拍拍孩子
的肩膀或者抚摸孩子的头发，这些
肢体动作能让孩子更直接感受到
我们所传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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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成绩过分执念 事无巨细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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