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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问：孩子家庭作业不自觉，总要
家长催，怎么办？

答（慈溪市庵东镇西二小学老师
卢涛）：想让孩子养成自觉完成作业
的好习惯，需要有三个固定：

第一，固定环境。有一张孩子专
门写作业的书桌。上书桌前，吃好东
西，上好厕所，静下心来写作业。

第二，固定节奏。事先和孩子商
讨好，语文、数学作业各需要多少时
间。然后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

作业安排表，明确什么时间干什么，
从而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一段时间
训练后就形成了习惯。

第三，固定模式。作业形式常态
化，作业量保持稳定。孩子知道做什
么、怎么做，就会自觉去完成作业。

问：孩子在家里做事情慢吞吞
的，一点也不着急。我和爸爸心里特
别着急，反复催促也没用。我该怎么
帮助孩子提高做事的速度和效率？

答（镇海区澥浦镇中心幼儿园教
科室主任赵婷婷）：孩子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是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培养起来
的，一时也难以纠正。我建议家长在家
里可以用一些小比赛，如在限定时间
内完成任务的方式来帮助他树立时间
观念，提高行动力。家长还可以在游戏
中设置奖励机制，如孩子每次表现好
的时候赠送一张贴纸，等到集满一定
数量的贴纸就可以满足一个小心愿，
以此激发孩子的潜能，提高做事效率。

小小水壶引发的“教育观”碰撞
2024年1月起，本报开辟《我的家庭教育故事》《家庭教育“一问一答”》

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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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不能独立的孩子背后，都藏着父母撒不开的手，不愿让孩子面对困

难和挑战，过度干预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等。这一期，我们来听听一位母亲的

教育反思。

保温水壶，相信是很多妈妈都熟
悉的小物件。在我家，自从娃呱呱落
地，款式不同、大小各异的水壶就陆续
出现在家中。这期间，弄坏的、丢失的、
破旧的……总有形形色色的理由让水
壶或早或晚地退出使用舞台，家里人
也都不以为意。可我并没想到，有一天
它也能引发一场“教育战争”。

那是个寻常的周三，我早早出门
上班了。到单位没多久，就接到孩子外
婆的电话，说孩子忘带水壶了，让我联
络班主任，就说马上送一个水壶去学
校。我当即拒绝，表示这不是第一次

了，让孩子长长记性也好，要学会对行
为负责。

可孩子外婆觉得孩子小，不会整
理情有可原，当天下午还有足球兴趣
课，一天下来不喝水影响健康。我俩各
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孩子外婆单
方面决定自己去送，半开玩笑半命令
我将送水壶的事和老师打声招呼，我
很无奈地照做。

当天晚上，我询问孩子水壶的事，
没想到他一边吃东西一边漫不经心地
说：“那是你和外婆忘记给我准备了
呀！”那一刻，我感到很头疼、很忧伤，
不仅仅因为一个水壶，还因为水壶背
后的种种。关心孩子本没有错，但过度

的包办会让孩子忘记了这个最简单的
道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一场家庭内的“教育改革”就此拉
开序幕。

首先，对于自己，我审视了过往对
待孩子所有的过度包办行为并一一罗
列，逐条改善，逐步放手给孩子自己去
操作。其次，若有牵涉到家人的，尤其
是长辈，我也摆事实、讲道理，最大限
度地争取他们的认同、理解和支持。

最后，就是这场教育事件的主角
——我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多年养尊
处优的“小少爷”生活，传统的打骂教育
在他身上收效甚微。于是，我想尝试一
些新办法：借助亲子阅读时光，我们一
起回顾了幼儿园时期的绘本故事《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唱唱儿歌《能干的小

手》，让他从源头上意识到这些道理其
实很早就学过。我再鼓励他说说新的一
周，哪件事情可以完完全全自己做，要
是能每日坚持，可以获得一颗星，以“摘
星制”的奖励机制来鼓励孩子。

这样累积了几周，孩子收获了几
样基本技能，起码不会觉得大人帮他
做事是理所应当的。有改变就是成功
的开始，但我也知道这样的方法不是
一劳永逸的，坚守不易，等孩子的新鲜
劲过去了，缺点还会不断暴露。因此，
我还需要有耐心，适时复盘，加强亲子
沟通和交流，及时调整方式方法进行
巩固。

回想自己小时候，父母压根儿没
有帮忙带水壶，但也不见得有多渴。这
小小的水壶承载着我们对孩子更精致
的爱。爱本没有错，过犹不及，我更希
望，我给孩子的爱能更长、更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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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家庭教育经
验，或是家庭教育方面存在困惑，都
可来稿。我的家庭教育故事（案例）
请在标题左上方注明“我的家庭教
育故事（案例）”征文字样，篇幅在
800字左右，需电子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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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一问一答”请在标题
左上方注明“一问一答”家庭教育专
栏字样，篇幅在200字左右，需电子
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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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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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一个水壶
分享人：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教师 周怡

征集仍在进行欢迎来投稿

孩子用过的水壶。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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