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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成就好人生。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犹如一张白纸，作为家

长，你会帮孩子培养良好

的学习习惯吗？你知道怎

么帮孩子养成好习惯吗？

9月23日晚上的《班主任

茶座》让很多家长受益匪

浅，“家长在检查作业的

时候，不要过多地评价孩

子，应该多鼓励”“我推荐

家长用这张表格来和孩

子制订一周目标”……四

位嘉宾就如何帮小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给

出了种种建议，评论区里

点赞近万。

《班主任茶座》由宁

波市教育局、宁波教育学

院主办，宁波大学园区图

书馆、市班主任专业发展

指导中心联合《现代金

报·宁波教育》一起承办，

旨在借宁波众多优秀班

主任的教学经验，给广大

家长提供有益的育儿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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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孩子拖拉
源于家长的盲目内卷

孩子低年级时书写还不错，为
什么到高年级时书写习惯反而退
步了？为什么孩子到高年级后不愿
意让家长检查他的作业？孩子到三
年级，做作业还是没有主次之分，
不会合理安排时间，怎么办？针对
家长们的种种疑惑，四位嘉宾一一
分析，并给出很实用的建议。

“我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上，发
现一部分孩子的拖拉是由于错误
的家庭教育理念导致的。”李建军
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有的妈
妈面对孩子的学习问题表现得非
常焦虑，但是又没有很好的家庭教
育理念作为支撑，于是将焦虑转化
为简单的加作业、上培训班。“曾经
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其实有能力高
效地完成家庭作业，但是在家写作
业就是慢，不肯好好做，经常要熬
夜。”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这个学生
在小学时，每次完成作业，家长就
给他再加一份作业，一开始孩子默
默承受，慢慢地开始冷静对抗，故
意放慢写作业的速度，等到初中，
作业量增大，错误习惯已经形成，
想改很难。等到“双减”后，学校开
设晚自习，这个孩子才在学校里重
新恢复高效的写作业能力。

“所以，小学生家长在培养孩
子的习惯时，要先树立科学的学
习观，不盲目内卷，这样才能与
孩子心平气和地合作。”李建军
说。

《班主任茶座》为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家长支招

好习惯是家长和孩子一起“磨”出来的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傅卫平

一、如何让孩子学会倾听？
邬敏敏：家长先要从意识上改变

自己，同时还要注意方法。家长与孩
子交流时，一定要百分百地投入，要
放下手头的工作，端正自己的身姿，
微笑、专注地看着孩子，静下心来倾
听，用眼神告诉他们：你说，我在听
呢！让孩子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
法和感受。等孩子讲完，家长可以回
问一句：“现在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
了吗？”家长说完后，再让孩子说说他

听到了什么。
长此以往的练习，相信孩子的倾

听习惯会逐渐养成，也会慢慢学着尊
重别人，成为其后续学习与发展的源
动力。

二、如何建立良好的反思习惯？
李建军：学校会在考试后，让学

生把试卷带回家让家长签字。有些家
长看一下分数就签字了事，也有家长
面对不理想的成绩会批评孩子。父母
是孩子的榜样，这样用情绪面对成

绩，孩子也不能理性地反思自己的学
习过程。

所以建议大家这样做：1、不论几
分，都要写上：孩子，这是你这段时间
努力的成果。并鼓励孩子，继续努力。
2、家长从自己的角度反思一下，哪些
地方没有做好榜样作用。反思就是要
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所以家长先要
自我剖析。3、和孩子共同商议，就下
一阶段的学习，如何针对问题进行调
整，给出建议。

嘉宾建议

好习惯的养成
是“苦尽甘来”的结果

上课认真倾听、书写阅读、时间
规划等习惯，都是在小学阶段养成
的。好习惯一旦养成，孩子在学习的
路上会更加自主和独立，中学阶段的
学习也会比较轻松，家长可以少操很
多心。

“以做作业为例，几乎每一届学
生中都会出现几个特别拖拉的。如果
小学时就比较拖拉，那么到了初中，
严重的会出现作业写到凌晨的现象，
家长还以为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
其实大部分习惯好的同学，晚上八九
点钟就把作业完成了。”李建军以此
说明培养好习惯的重要，“习惯是人
的第二天性，悄悄控制着人的命运。
学习习惯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一个孩子成绩的好坏。”

好习惯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
需要培养。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
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见，
好习惯是教出来的。“如果孩子刚读
小学一年级，我们建议家长陪伴孩子
做作业，坚持一学期或一年，就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家长可以在孩子身
边看书，对孩子遇到的困难给予指
导，可能有时候会情绪崩溃，但我们
一定要控制住，或者找个地方冷静一
下，等心情平静后，再去和孩子聊聊。
但你绝对不能妥协。此时，你就是与
孩子在比赛，看谁能耐住性子。”邬敏
敏老师说，好习惯就是这样“磨”出来
的。苦尽甘来，到最后，孩子和家长都
是赢家。

B 机器代替父母给孩子
讲故事，真的好吗？

在谈到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时，任洁讲了小时候听妈妈讲故事
的甜美记忆。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
多，父母以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孩子
阅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现在很
多爸爸妈妈买个会讲故事的手表
或播放器，让孩子听“机器”讲故
事，这样好不好呢？

任洁认为，手机软件也好，手
表也罢，仅仅只是播放出一种声
音，而父母给孩子讲故事，会让孩
子感知表情、动作，真切地感受到
故事带来的喜怒哀乐。这种感觉是
机器播放所远远不能达到的。“建
议家长要定时定量，陪着孩子在相
对舒适的环境下静心进行亲子阅
读，这样更有利于孩子养成持续阅
读的习惯。”

林雯也很赞成这一点。她认
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制作精美的
学习视频，但众多教育学家依然推
崇纸质阅读。因为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孩子收看音视频是被动吸引、
被动思考、被动地跟随视频节奏，
很难在视频的讲解间隙思考；而纸
质阅读是孩子主动把注意力聚焦
到书本中，主动选择自己的阅读节
奏，对于自己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反
复阅读，慢慢体会与思考。“孩子们
在纸质阅读时，会在脑海里想象书
本中的描述，这样就能激发他们的
想象力，开拓他们的思维，丰富他
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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