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蝉鸣声声、热浪滚滚，我们正在度

过家长们又爱又恨的暑假生活。
暑假前，我在朋友遛娃群里发出邀约，

一起带娃聚一聚。朋友们都很客气，说：计
划太好了，可是我们定不下来。为什么呢？

这家有钢琴考级，那家有舞蹈考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寒暑假成了孩

子们的第二战场。学期中间来不及学的课、

来不及考的级，都集中到假期来进行。几乎
家家都有个发奋图强的娃和努力奋进的

妈，车流滚滚，家长孩子依旧在辅导班、兴
趣班之间奔波。

有朋友向我抱怨，如果不把孩子的生
活安排得满满当当，60天的暑假，可怎么

过呢？于是，考级上课之外，送去夏令营就
成了另一个重要选项。由于疫情影响，出不

了国的孩子们就地找到了各种夏令营———
科技编程、运动体育、音乐美术，甚至还有

服装设计，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办不到。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暑假，白

天看书———必定是小说，午睡起来吃几片

西瓜，晚上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边走边听

他们讲故事。他们的手里必定有着一把扇
子，身上散发着花露水的味道。没有那么多

作业的夏日，只有雪糕的凉爽、夏蝉的热闹
和内心的无忧无虑。小的时候，我总是觉

得，暑假怎么这么短啊！而现在的孩子们，
时不时感慨，暑假怎么这么长啊！

家庭职责的社会化，催生了五花八门

的教育机构———你家的孩子还在听家长讲
故事吗？No，何须如此麻烦，有各种 App，有

专门的阅读机构；你家的孩子和爸爸、邻居
打羽毛球吗？No，找个球馆请教练教吧；你

家的孩子自己在家做作业吗？No，不放心，
还是交给机构吧。

教育机构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

果。从初衷来说，这些机构可以整合社会资

源，推动教育向专业和精深方向发展。但
是，随着机构数量的日益庞大，大部分机构

为了盈利，只好通过“创造需求”让家长购
买服务，而大多数家长，就像进入“焦虑漏

斗”，层层追加投入。
假期是什么，是让身体休息生长的

时机；让头脑感悟世界的时机；更是一

段属于孩子们的自由时间，让他们的内
心有空隙去思考去判断。始终盯着脚下

路的人，可能会错过身边的好风景；始
终奔跑的双腿，可能会积累太多疲劳而

无法远行。一个暑假 60 天，既短又长。
何不把假期还给孩子？毕竟，无忧无虑

的童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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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暑假 60 天，
既短又长。何不把假期
还给孩子？毕竟，无忧
无虑的童年很短。

/ 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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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板

    不陪着做作业， 担心
孩子学不好；陪着做作业，

又担心家里鸡飞狗跳，亲
子关系不好。 在不少家长
的眼里，陪作业，显然已经
陪成了个怪圈。 作业到底
要不要陪？ 怎样才能陪出
孩子的主动性？这次，我们
收到了不少读者的留言和
来信。归纳起来，关键要因
人而异， 但最终家长还是
得有放手的勇气。

———编者

放手的勇气

因材而施教

    伊森三年级以后，我就不再陪他做作业了。

我和他约法三章：回家吃完点心，开始完
成作业，做完了可以玩 30分钟游戏；当天不知

道作业是什么、需要家长去问或者漏了作业、有
被老师告状之类的事，一周不能玩电子产品。

我认为，10岁的孩子，完全可以对自己作
业负责了，如果仍然搞不清楚、丢三落四，那学

习永远缺乏自主性。孩子依靠自己完成学习任

务，而不是依靠父母在屁股后面盯着，也是他
找到自尊与掌声的方式。我们做父母的只要把

他们引入这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他们就会自己
往下走———我放手，是因为我信任他；他知道

我放手，也知道了我对他的信任，他会自觉地
不想辜负我。所以，关键还在于，放手的勇气是

要家长自己给自己的。

父母的陪伴方式很重要，如果让陪伴一味

“沉没”在鸡飞狗跳的“作业关系”上，那亲子感
情一定会受到伤害，家长心态也不会好：家长

嫌孩子不懂其苦心， 孩子嫌家长不够理解自
己。 一旦孩子的心门向父母关上，打开就会很

难的。

所以，我更愿意把陪伴的大部分时间用在

探讨阅读感想、观影感受上，或者和他聊聊学
校里发生的趣事上；听他讲傻傻的笑话，陪他

出门疯耍……陪作业、盯功课，真的只是亲子
生活中一小部分而已，培养孩子拥有健康的身

心、良好的个性、有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
大事啊！

———伊森妈

    我小时候念书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

亲工作忙， 所以我回家做作业靠的是自觉，家
长充其量只是笼统地关照我们：必须抓紧完成

作业。 这样的环境促成我们成熟较早，也能认
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所以做回家作业从不拖拉

怠慢，自然学习成绩不会让家长担忧。

到了我儿子的读书年代，双职工家庭照顾

一个独生子女的学习，也是捉襟见肘的事。 在

望子成龙的习惯思维指导下，即使在繁忙的工
余，还是要关注儿子学习的事。那时，学校老师

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即回家完成作业后，家长
必须要签字。 我记得那时儿子的作业本，都由

我负责检查， 大部分情况下完成是正确的；对
于有误的部分，我就要给儿子分析解惑。 每当

这个时候，免不了有时嗓门大起来。

轮到我孙女上学的时候，盛行着家长陪伴

的风气。 我的观点是因材而异，陪与不陪主要
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学习态度好、自觉能力强

的孩子，可以不陪，只需加强检查；而对于自学

能力较弱且自我约束力较差的孩子，则需要家

人的陪伴，但切勿越俎代庖,而应让他们增强
信心完成作业。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才是变化的根
据。不论是陪与不陪，只要家长们细心观察,因

材施教，善于及时发现孩子们学习上的种种变
化，及时与老师沟通配合，就能达到预期学习

效果，使孩子们健康又快乐地成长。

———卢炳根

育儿经

坦然面对零基础孩子的入学
◆ 卫勍雯

    孩子要进小学了，一直想来还很

遥远的事，转眼竟已到眼前。今天孩
子的爸爸回来跟我说：“我打听了一

下，他们都说进小学前拼音和英语是
一定要补的。”可见他问了不少人。我

听后不禁感叹，原来家中对于孩子上
学这件事，焦虑的不止我一个。

是的，我承认自己最近特别焦

虑。我的孩子基本上是个“零基础”
宝宝，我向来以“佛系”自诩，对孩子

未来的期望一直都是“快乐就好”。
因此哪怕在外报班，也多是篮球、科

学探索这类培养兴趣为主的活动。
如今眼看着要进小学了，我才发现

他几乎什么都不会，不认拼音、不懂
英语，就连跳绳都磕磕绊绊的。周围

的朋友们热心地给了许多报班和学
习的建议，真是越听心拧得越紧，终

于亲身体验了“内卷”的滋味，再次
感叹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当周围的

“趋势”汹涌而来，也只能双手投降，
被一同“卷”入。

报什么班还要仔细挑选，但在
这期间，娃也不能闲着。拼音、英语、

数学，当爸妈的自己先教起来。网上
买了一堆幼小衔接的练习册，每天

规定了学习时间。就算这样，也把人
折腾得够呛。教完的拼音扭头就忘，

夫妻俩轮番上阵，没过十分钟就纷
纷拍起了桌子。望着孩子红红的眼

眶我也心疼，但看着缓慢的进程心
中更急。

连续两天的“家教”结果都是孩

子挂着泪珠沉沉入睡。望着他红扑扑
的小脸，我心里忽然涌起无比的怜爱

和心疼。我是多爱这个机灵可爱的小
家伙啊，可就在刚才我与他说话时心

底竟是满满的怨愤，怨他的总也记不
住，恼他的心不在焉。我们都是为他

好，可站在他的角度，望着爸爸妈妈
愤怒的模样，心底怕是只有害怕，又

怎会相信这都是源自于爱呢。
后来，我和家中同样有孩子的

同事聊了聊，她说其实她对孩子也
没有特别的期望，但孩子考不好的

话，老师会找家长谈话、自己看了分

数也会着急，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
的事。这话里，有老师、有家长，却唯

独没有孩子。我知道，大人们的焦虑

是复杂的，既有对孩子未来的担心，

也有对自己面子的顾及。道理都懂
只是不能免俗，不能真的做到“潇

洒”。但我真不喜欢那个辅导功课时
“张牙舞爪”的自己，更不想看到孩

子眼里流露出的害怕。恰逢学校寄
来了录取通知单，“告家长书”里有

这么一句“做父母的请不要絮叨、不

说反话、不额外加压。”看后不禁哑
然失笑，与老公开玩笑说：“学校是

不是在咱们家里装监控了。”
有一天儿子对我说：“妈妈，我

有点怕上小学。”我问他：“是不是因

为那里都是陌生的朋友？”他摇摇

头，天真又认真地说：“我怕我做不
好。”那一瞬间，一股酸涩的情绪涌

了上来，我抱住他，发自内心地说：
“没关系，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慢

慢来。”他又问：“慢慢来也做不好
呢？”我告诉他：“没有关系，妈妈还

是很爱你。”那一刻我是无比真诚

的，我想给我的孩子一个退路，一个
不必优秀的承诺，我感觉怀里的小

家伙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并不是提倡不要给孩子上补

习班，我只是希望作为爸爸妈妈的

我们先做好自己。不要只顾着欣赏

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耐心听自己的
孩子说完一句话、因为未知和自己

的感受而莫名焦虑、不允许孩子失
败甚至失误，去用孩子希望的方式

来爱他们。
最后我还是没有报班而是选择

在家里给孩子做一些入学预习，面
对记不住的知识，我们也能用两天、

三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来慢慢记住。
一旦心态变得平和，我发现他学东

西反而变快了，许多的事情也就水
到渠成。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爸爸

妈妈们可别抢着去当那第一只拦路
虎哟。

他摇摇头，天真又认
真地说：“我怕我做不
好。”那一瞬间，一股酸涩
的情绪涌了上来，我抱住
他，发自内心地说：“没关
系，做不好也没关系。我
们慢慢来。”

把假期还给孩子
◆ 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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