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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一问一答”
“我的家庭教育故事”

①①

家，是教育的根。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基石。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的精神，推动宁波市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2024年新年伊始，市教育局关工委联

合现代金报、甬派组织开展家庭教育“一问一答”和“我的家庭教育故事（案例）”征集活动。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孙钢

主题鲜明，创意新颖；逻辑清
晰，语言流畅；源于生活，服务生
活；针对性强，观点正确；以小见
大，篇幅在200字左右。

学生家长也可以提出问题，主
办方会邀请家庭教育专家进行解
答。来稿需提交电子稿，并在标题
左上方注明“一问一答”家庭教育

专栏字样。来稿以“文章标题+姓
名+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件发送
至范老师邮箱（fshwws@126.com）。

主题鲜明，创意新颖；逻辑清
晰，语言流畅；内容真实，故事具
体；观点正确，叙议结合；以第一人
称叙述，以小见大，篇幅在800字
左右。

来稿需提交电子稿，请在标题
左上方注明“我的家庭教育故事

（案例）”征文字样。来稿以“文章标
题+姓名+手机号码”命名，压缩文
件 发 送 至 何 老 师 邮 箱
（4432731@qq.com）。

需提醒的是，以上所有来稿严
禁剽窃和抄袭，作者文责自负。文
末请附作者个人基本信息（姓名、

单位、职务或职称、电话或手机
号）。

稿件一经录用，将刊登于现代
金报、甬派，并颁发刊用证书、发放
稿费；部分优秀稿件将在宁波市教
育局关工委官网、公众号及《工作
通讯》刊发。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征稿对象：

宁波市教育系统离退休、
在职教职工，中小学（幼儿园）
学生家长及热心读者。

征稿内容：

聚焦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
人理念与践行，或为家长分
析、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困惑，
提供可操作的合理建议；或分
享家庭教育中的精彩故事。

征稿时间：

2024年1月—12月

征集要求：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教
育孩子也是如此。有时候，父母过于
着急培育孩子，反而会欲速则不达。
来看看第一期《我的家庭教育故
事》，有没有让你产生共鸣。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整理

好像每一个学琴的孩
子背后，都有一个后悔自己
小时候没学琴的家长，我先
生就是那样一个家长。因
此，在爸爸的强烈坚持下，
王崇懿当年进了一所要求
每个孩子都要学习一门乐
器的幼儿园，从此开始一家
人的漫漫学琴路。

第一年，小班。每天练
习拉琴姿势，外加练空弦。
节奏器规律的嗒嗒声和枯
燥乏味的单音，让孩子不是
找各种借口离开，就是拉着
拉着便睡着了，而王爸对于王爸对于
五线谱也是学得云里雾里五线谱也是学得云里雾里，，
想使劲却又使不上想使劲却又使不上。。一段时一段时
间下来间下来，，原本自信满满的王原本自信满满的王
爸选爸选择择““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将将““烂烂
摊子摊子””丢给了我丢给了我。。大提琴第大提琴第
一次一次““睡着睡着””了了。。

我本着既然选择了就我本着既然选择了就
不能放弃的原则不能放弃的原则，，从零开从零开
始始，，陪着孩子一起学陪着孩子一起学，，从五从五
线谱到音阶线谱到音阶、、琶音琶音，，自认为自认为
进步挺快进步挺快。。孩子找到了一孩子找到了一
起学习的起学习的““伙伴伙伴””，，也不算也不算
太孤单太孤单。。

第二年，中班，有一次
老师无心说了一句：没想到
王崇懿可以拉得这么好。这
句话让我信心爆棚，瞬间有

了动力。于是，每一次上课
我都认真记录，对老师提出
的要求严格执行，每周的练
习任务从不落下，甚至强化
训练。

一个中班的孩子，每周
要拉好三首练习曲，现在想
想真是不可思议。

那段时间，孩子的课外
时间除了练琴还是练琴，每
天戒尺加蜜糖，成绩上去
了，老师也越来越青睐他。
但同时，孩子的精力也渐
渐被耗尽，特别是学习大
提琴把位之后，我对孩子
的要求越来越高，却忽略
了孩子对于新事物的接受了孩子对于新事物的接受
能力能力。。最后结果就是最后结果就是：：不谈不谈
练 琴练 琴 ，，母 慈 子 孝母 慈 子 孝 ；；一 到 练一 到 练
琴琴，，鸡飞鸡飞狗跳狗跳。。于是于是，，大提琴大提琴
第二次第二次““睡着睡着””了了。。

直到有一次和同学的
妈妈聊孩子学琴的问题，我
才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
的目的性太强，执念太重。

如何激发并保持孩子
学习大提琴的动力？我总结
了一下，首先是在练习过程
中，切忌急于求成，让每首曲
子的练习慢下来。当他顺利
通过第一遍的时候，多给孩
子一点鼓励，支持他完成第

二遍、第三遍练习。孩子出现
练习错误，不要过于责备，要
在鼓励的基础上让孩子自主
思考错在哪里，帮助孩子找
到错误。

如果孩子出现抵触情
绪，不想练琴的时候，问问
孩子此刻的想法，帮助他一
起克服现在的困难，用非暴
力沟通代替惩罚。实在不想
拉琴的时候，不如让孩子休
息一下，转换一下情绪，等
到情绪稳定后，再找时间完
成练习。

第二就是减轻焦虑、放
下执念，这是我们培养孩子
对学习保持良好感受习惯
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
一步，父母不做催促、管控
的事情，只做提醒、调整状
态的工作，将主观能动性交
给孩子，方能达到更好的效
果，拉出来的曲子也会更有

“灵魂”。
梦想很美，然知易行

难，学琴之 路 道 阻 且 长 ，
也 许 不 久 后 大 提 琴 又 会

“睡着”，但我相信只要坚
持 不 懈 、用 心 陪 伴 、与 孩
子和合同行，便可助孩子
在 音 乐 修 炼 的 道 路 上 不
停地走下去。

家长问：
我家孩子4岁，稍遇困

难就发脾气、急得大哭等，
没有耐心，该怎么办？

鄞州区姜山幼儿园教
师蒋晨：

幼儿脾气暴躁原因大
体是生理原因和家庭原因。

生理因素包括幼儿身体不
适或疾病因素等；家庭因素
主要是生活环境。

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时
候，父母要沉住气，保持头
脑清醒和情绪稳定，不否
认、不漠视、不打骂，试着接
纳孩子的坏情绪。

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
尊重与理解，他们的坏情绪
也会减少，这时父母的介入
会事半功倍。建议家长以亲
子游戏、绘本阅读、榜样作
用、户外活动等方式，教给
孩子控制情绪的方法，引导
孩子学会用语言表达需求。

分享人：宁波市中原小学 301班 王崇懿妈妈

请您参与和分享请您参与和分享

（一）家庭教育“一问一答”

（二）“我的家庭教育故事（案例）”

当大提琴第二次当大提琴第二次““睡着睡着””
我开始反省自己我开始反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