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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幼时儿童表现出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的学习品

质，也正是中小学生正在倡导的核心素养，远比知识技能本身更加重要

从睁开眼睛那一刻起，到三岁进入幼儿
园之前，一个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来源
于家庭；孩子上学之后，也有一半时间是在
家里度过。换句话说，孩子人生的第一课来
自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

有意思的是，驾驶车辆上路必须要考
驾照，可养育一个孩子长大成才，父母却不
需要事先进行任何培训。第一次做父母的
人们往往是抱着孩子时才发现，养育孩子
是一门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耐心的工作。

到底应该怎么教育孩子，才能帮他们
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

父母有多拼，孩子就
有多累

过完“六一”，就是高考。迅猛的时间
衔接似乎也在提醒着，为什么只要养了孩
子，很少有家长能够佛系，从幼儿园开始
就不敢输在起跑线上。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华爱华举了一个例
子，“浩浩刚上大班就被家长送进了奥数
班，提前学习小学生才可能接触的一些数
学应用题。”可是，奥数班不是靠大人读题，
就是看图猜题，因为缺少了真实情景的体
验和实物操作，浩浩经常因为不理解题意
而做不出题，于是耳边经常充斥着“笨，真
笨”的责骂声，以至于他还偷偷把作业本和
铅笔藏起来，以为那样就可以逃避作业。
但妈妈总能买来新的本子和铅笔，浩浩照
旧要在责骂声中做完规定的作业。

从小就处在激烈竞争中的中国孩子有
多硬核？最近，在一场本该寻常的交流活
动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文学
家勒·克莱齐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

苏童集体被一群10岁孩子问翻了——“怎
么才能写好作文？”“怎么才能写好作文结
尾？”“怎么才能写好借景抒情的文章？”

现实的提问，让原本想要跟孩子们分
享文学之美的大作家们哭笑不得。几个
简单的问题，也反映出孩子和家长的心理
有多么焦躁。

这种“一切向分看”的情况，既是家长
的困惑，也是家长的现状。在抢跑成风的
当下，不让孩子提前学怕他跟不上，逼孩
子提前学又担心他吃不消，家长们其实也
很为难。

“抢跑”弊大于利。作为教育专家，华
爱华认为，处于直观思维阶段的幼儿主要
是通过亲身体验、动手操作来理解知识获
取经验的，“超前学习的最大问题就是，让
幼儿付出更大的意志力、努力，去学习以
后轻而易举就能学会的知识。当幼儿不
易理解超越他们年龄的知识时，特别是成
人因孩子理解和接受很慢而发出叹息或
责怪时，孩子就会认为自己真的很笨。”

这种“习得性愚笨”一旦产生，非常不利
于后续学业，入学以后容易对学习产生被动
和依赖，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会懒得动脑，轻
言放弃。“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让孩子做适
合他年龄特点和符合其发展规律的事，多让
他们体验成功，对学习永远充满乐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力平也发现，在进
行入学准备的过程中，常看到家长忙着给
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学拼音识汉字，学数
学练英语。他并不支持这种做法，“借由
有意义的游戏、鼓励儿童在玩中学才是最
适合学前儿童的学习方式。否则，尽管幼
儿短期之内掌握了一些分科知识，但这些
填鸭式学习不足以支持学习能力的培养，

有可能抹杀儿童对学习的兴趣与信心。
国内外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分科准备知识
的学习效果不佳，还会降低幼儿学习的主
动性和学习兴趣。因此，如果家长将幼小
衔接简单地等同于小学各学科的知识准
备，是短视且有害的。”

父母低头族，孩子也
会沉迷游戏

不“打鸡血”的父母也有，但他们也有
自己的困惑。

有的家庭教育叫“丧偶式”，主要是父
亲对孩子陪伴时间太少，“影子爸爸”现象
太多。有调查数据显示，高达 77%的父亲
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在一小时以内，仅有
9%的爸爸每天陪伴孩子超过3小时。

有的家长人还在，但成了“低头族”：
上了一天班回家，见到孩子没多会儿，就
打开电视让孩子看，自己窝在沙发上玩手
机；还有的家长说是陪孩子，但是就是带
着孩子去游泳池、游乐场，然后自己躲在
旁边玩手机。

家长的种种表现，映射到孩子身上，
就成了一面镜子。

四川柳娅中学德育老师邱老师从事
教学工作已经 10 多年了，他觉得现在学
校教育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王者荣耀”，

“我们农村学校留守儿童比例非常高，达
到90%。留守儿童的特点是自控能力差，
主动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几乎每
个孩子手里都有手机。智能手机本来可
以变成学习的良好工具，但是现在状况
是，在没有合理引导下，孩子们容易被游
戏等泛娱乐内容吸引，沉溺其中，对日常

学校学习反而有影响。”
四川省凉山州支尔莫乡勒尔村小学

校长吉克伍达发现孩子特别容易受家长
影响，“很多学生家长在外面工作，把一些
不太好的风气带回来，学生因为好奇也会
跟着学。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为了让孩子能跟父母一起学习，学校
也想了很多办法。邱老师说，在德育日常
课程设计和学生巩固复习过程中，他们用
到了“学习强国”上的很多资源，引导学生
学习。老师们认为，要让孩子少看手机，
需要家长和学校一起进行引导管理。家
长周末工作不忙的时候带孩子到大自然
当中多走走看看，去接触社会，参加一些
公益活动，才有助学生成长。

三岁看大不等于三
岁能认多少字、做多少题

怎么做家长，怎么教育孩子，不同的
人肯定有不同的答案。大名人梁启超被
公认为教育孩子比较成功——梁家9个孩
子，诞生了3位院士，其余6人都在各自领
域成就非凡。

这个中国家庭教育“奇迹”的背后，是
梁启超与 9 个子女数十年如一日，随时互
动。他给孩子们亲笔书写了 200 多万字
家书。在儿子梁思成陷于建筑学时，他鼓
励他跳出建筑，去看文学；当儿子梁思礼
说自己想造航天飞机时，他鼓励儿子追求
梦想。最终，梁思礼成为中国火箭控制系
统专家，并当选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的后人梁旋回忆父辈教导时，
认为家庭作为孩子人生第一课堂，家长在
孩子思想品德形成中具有基石作用和终
身影响。

今年5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
发布关于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修订）》的通知。修订后的《大纲》着重增
加了家庭道德教育相关内容，根据新的时
代特征增加了父辈祖辈联合教养指导、多
子女教育，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媒介教
育等内容。

教育专家们非常看重《大纲》对家庭
教育的强调，期待家长们能够及时调整心
态，关注孩子的成长规律。

中国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
老”。“是什么能够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是认多少字、做多少数学题、读多少唐诗
吗？不是。年幼时儿童表现出的学习兴
趣、积极主动、认真专注、不怕困难、敢于
挑战的学习品质，正是中小学生正在倡导
的核心素养，远比知识技能本身更重要。”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鄢超云认为，如果人为
缩短童年期，跳过幼年大量的感性经验积
累，提前进入更高年龄阶段的概念符号学
习，就会形成一种机械记忆式的学习，丧
失变通和理解的灵活性，进而难以适应不
确定的未来生存环境。

知识技能没有获得可以日后逐渐获
得，而学习品质一旦受到伤害就很难弥
补。因此，鄢超云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
单纯追求知识技能，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
习兴趣、态度、习惯、倾向。

暑假即将来临。7月2日，教育部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中小学生暑假有关工作
的通知》，提出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并引导家长不盲目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
减轻学生负担。与其让孩子们坐在教室

“刷题”，不如让他们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接
触大自然、参加社会实践，说不定会找到他
们的兴趣点和未来的职业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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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
毕业季刷爆朋友圈的，除了“那年盛夏繁花

似你”的毕业留影，还有校长和老师们的毕业致
辞。今年各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吃鸡、脱发、C
位出道、王者荣耀……一系列网络热词写进了
校长们的致辞稿中，校长们或是化身诙谐幽默
的段子手，或是讲出质朴洞明的人生哲理，或是
表达母校的深情关怀，纷纷以人性化、接地气、
符合新时代特质的形式，表达了对毕业学子的
祝福与期许。

这其中，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所作的毕业
致辞既不失诙谐，又引人深思，他讲道：“也许有
同学发现自己‘剑未佩妥，出门已是江湖’，那么
我想告诉你，‘以德服人’将是你生命中最持久、
最深沉、最有力量的装备……山断不了来路，水
挡不了归途。愿你们思如智者，永不惧海阔天
空；行如少年，永不知山高地远。”

大学，是青年学子追求真理、精进学问、锤
炼自我的净土。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研习学问、
深造择业等压力重重，不少学子忙于埋头学习
知识技能、获取奖励、考试择业，成为一些领域
的优秀人才和精英，却往往忽视了在成绩与学
识之外，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善良的品德
更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谢冕先生在《永远的校园》中写道：“丰博的
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
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
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
精神合成的魅力。”谢先生写的是北大学子，但
对每位学子都有启示意义。现代社会是高度信
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分工合作愈加密切，不少
名校毕业的学子在学识或才智方面或许都很优
秀，但也正如严校长所言，懂得锤炼品德、以诚
待人、以德服人，才是“生命中最持久、最深沉、
最有力量的装备”。

大学，一直以来也被称为“象牙塔”，因为它
相对避开了世事纷扰，相对纯粹。但总有一天，
我们会走出“象牙塔”，走出天真与单纯。“剑未
佩妥，出门已是江湖”，外面的世界或许并不平
静，或许充满了未知、忧患和坎坷。正如《永远
的校园》里说的，“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
荫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
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
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
而不怨尤。”也就像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里所表
现的那样，走出去，用善良勇敢面对并不都是美
好的世界，才能成长。

大学，也让我们结识了不少睿智的师长、可
爱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同窗情谊。他们
留下的印记或是璀璨或是黯淡，都将成为我们
一生的回忆。就像电影《山河故人》里说的，“每
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我
们所能做的，是相聚时好好珍惜，离别时衷心祝
福，感谢他们的陪伴。

告别七月的校园，每个毕业生都有与校园
相联系的梦和记忆。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曾与
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而这里留下的记忆或
许不都是美好，或许有汗水、泪水，彷徨、苦恼甚
至挫折。而当在盛夏明媚的阳光下，在绿荫洒
满的运动场上回首这些点滴时，一切过往，都变
成了亲切的回忆和前进的动力。

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从毕业致辞说起

□ 徐 达

在 成 绩 与 学 识 之

外，健康的体魄、健全

的人格、善良的品德更

是为人处世的根本

上图 在福建省厦门市消防支队特勤一中队营区内，小学生在消防

员的指导下体验手持水枪“灭火”。 （新华社发）

下图 孩子们在上

海科技馆“巴斯夫小小

化学家”活动上做化学

小实验。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