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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
陪娃写作业不该是

“车祸现场”

动不动就朝孩子发火的父母
最应该明白这三件事

症状1 条理性差，学习无方法

把脉：这类孩子在写作业时一般都

弄不清有什么作业，要么文具准备不齐

全，要么就是对各科作业的先后顺序没

有条理，不知道回家后该如何下手，先做

哪一个，学习也没有什么方法，死记硬

背，也不见起色。

药方：对这样的孩子，家长不要过于

殷勤，事事都帮助孩子去做，而是在平时

就应该注意培养孩子动手安排事务的能

力，让孩子慢慢学会规划和条理，要让孩

子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如果父母都帮孩子做了，那就没有

任何意义了，但是可以适当指导孩子做

事的顺序和条理。

症状2 追求完美“橡皮综合征”

把脉：这类孩子写作业总喜欢用橡

皮擦，特别喜欢追求完美，并且离不开橡

皮，不对了马上就擦掉了重写，来来回回

改很多次，觉得不对还要再擦，有时候本

子都快被擦出洞了，这就是典型的“橡皮

综合征”。

药方：对于这类现象，心理学上称之

为“橡皮综合征”。原因是孩子心情焦

虑，怕出错，所以总是喜欢用橡皮。这时

候父母不要过多指责，也不要特意去纠

正，可以采取奖励惩罚制度。

比如孩子的作业本很整洁，一次性

就能写好字，就有一定奖励，但是如果孩

子离不开橡皮，家长就要采取惩罚，比如

没收橡皮，经过一段时间，孩子依恋橡皮

的坏习惯就会逐渐得到纠正。

症状3 学习基础差，学习没有兴趣

把脉：这类孩子学习基础差，作业不

会做，对作业和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药方：家长可以尝试让孩子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孩子都喜欢有趣的事物，而

对于枯燥乏味的事，则是能拖则拖。所

以，对于不喜欢写作业的孩子，父母要尽

量调动孩子写作业的兴趣，可以通过游

戏或者竞赛的方式来安排作业。

比如谁正确率高，谁的作业写得更

快、更整齐，谁就可以有一个愿望。

症状4 被逼无奈，故意磨蹭

把脉：这类孩子通常写完了老师的

作业，还要写妈妈布置的作业，写完妈妈

布置的作业，爸爸的作业又来了，总之就

是没有玩的时间。被逼无奈之下，只好

故意磨蹭。

药方：家长一定要给孩子留下自由

支配的时间，不要把孩子所有的空间都

占用了，如果作业写完了，那么余下的时

间就必须由孩子自己支配，让孩子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孩子就不会故意磨

蹭，害怕这个害怕那个了。

症状5 时间观念差，不会管理时间

把脉：这类孩子通常没有时间观念，

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吃完饭就

坐在那儿看电视，要不然就去玩，不知道

作业写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该玩多长时

间，不会管理时间。

药方：如果家长总是替孩子安排好

了时间，那孩子就更不会安排时间了，也

就很难有时间观念，因此，家长一定不要

过多干涉孩子的时间，让孩子自己安排

自己的时间。

症状6 注意力不集中，无关动作多

把脉：这类孩子做作业特别爱走神，

有时候写一个字走神5分钟，也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除此以外，有些孩子由于

年龄较小，如果连续做作业超过20分

钟，就很容易走神。

药方：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安静、整

洁的学习环境，书桌上尽量不要放分散

孩子注意力的东西。除此以外，还可以

和孩子做一些加强注意力的游戏，可以

提高注意力。

文/鲍秀兰（北京协和医院）

2018年，武汉一位小学三年级老师布置了一项特别的暑假作业——“21天不生气”挑战，要求全班44名学生连续21天

记录家人有无生气。最终，只有一对双胞胎的父母挑战成功，80%家长生气的原因是孩子的作业问题。老师坦言：这次挑

战不是为了不生气，是希望家长意识到对孩子生气问题的严重性，减少不必要的互相伤害。

不得不承认，家长在面对孩子时，常常处于“易燃易爆炸”的状态。起床吃饭慢了、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作业做错题、

考试没考好……孩子总能有无数种方式惹得家长发火。可是，发火能解决问题吗？

会犯错、会失误，这才是孩子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拥有一个乖

巧、听话的孩子。不会乱动、乱跑、乱画，

制造一大堆麻烦，否则就要耗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跟着后面收拾“烂摊子”。可是养

孩子最重要的难道是图省心吗？

孩子不像已经拥有足够多经验的大

人，知道爱干净、这不能摸那不能碰、知道

怎么拿东西不容易掉……

他们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犯错、

不断学习经验的过程。孩子表现不好时，

动不动就朝孩子发火，只能治标不治本，

孩子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范和改善。

更重要的是，父母常发脾气，孩子会缺乏

安全感，因为害怕不被爱而屈服，变得胆

怯软弱、敏感自卑。

父母发火、大吼大叫的样子，也会被

孩子模仿过去，变成他表达情绪的方式。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经说过：别太执

著于孩子的“听话”，儿时禁忌越多，未来

成就越少。

父母应该转变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

孩子犯错、调皮才是正常的，不要因为自

己的情绪不佳、怕麻烦而迁怒于他，重要

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内心，正确引导孩子。

父母再怎么粗暴，

孩子的爱却不会减少

翻译家傅雷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一直是

出了名的严格，甚至可以说不近人情。当傅

雷年岁渐高，回忆自己对孩子童年时期的态

度，常常陷入愧疚与自责中。他在给儿子写

的一封忏悔信中说，自己每天都会因为穿衣

吃饭的小事，冲儿子发脾气。有次晚饭后，

傅雷在书房看报，儿子突然怯怯地走过来，

满脸委屈。傅雷对孩子的打扰极不耐烦，忍

不住吼了一句：“你又来干什么?”儿子没有

说话，跑过来抱着他脖子亲了一下，又用小

手臂紧紧抱了父亲一下，就走开了。

傅雷写道：“你刚离开书房，报纸就从

我手中滑落到地上，一阵强烈的内疚和恐

惧涌上心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如此

粗暴也萎缩不了你对父亲的爱。”

比起父母对孩子的爱，常常带着条

件，因为孩子的某些缺点、不好的行为就

“大打折扣”；而在孩子眼中，父母却始终

是“全世界最好的”“满分的”。

孩子才是那个最包容我们，最容易原

谅我们，最无条件爱着我们的人。每次父

母对孩子再怎么发脾气、大吼大叫，过不

了一会儿孩子还是会用纯真可爱的笑脸、

甜甜的声音表达对你的爱。为着这份最

无私纯洁的爱，父母也要努力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不爱他了。

用包容和引导，代替情绪化

有了孩子，父母必然会比之前辛苦、

忙碌，有些父母会觉得因为有了孩子，所

以自己才会更努力，孩子让他们成为更好

的自己。可是有些父母却会认为是因为

孩子才导致自己这么辛苦，常常在孩子面

前抱怨，或者总爱朝他发火。

孩子的到来，是父母的第二次成长。

他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父母的缺点和

不足。在孩子面前，父母可以学会更有耐

心、更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心态更加

平和宽容，这都是孩子带给我们的改变。

好父母，应该懂得从孩子身上看到自

己的问题，积极改变。在面对孩子的各种

突发状况时，父母应该做的是包容与引

导，而不是只会情绪化，朝孩子发火。在

安全范围内，鼓励孩子多去尝试、探索，给

孩子一些犯错误的空间。

对于一些为了吸引大人注意力的行

为，可以采取冷处理；对于孩子表现好的行

为，及时鼓励，可以促进孩子往积极的方向

发展。客观地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觉，比

如带孩子出门他总是乱跑，告诉孩子“妈妈

生气是因为太着急了，害怕找不到你了”，

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如果没忍住朝孩子发火了，真诚地跟

孩子道歉；还可以请孩子监督自己，下次

要发脾气的时候直接指出来。

文/钱志亮(北京师范大学)

本版原文刊载于《北京青年报》

陪孩子写作业兜里得揣着速效救心丸、给孩子辅导功课最后变成“车祸现场”……

说到让父母头疼的话题，肯定少不了孩子的作业。很多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总是走神，

发呆，注意力不集中，写了很久都没有写几个字，甚至有些孩子还骗父母说自己作业写

完了，结果早上却被老师给叫到学校，类似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

前不久就有这样一件事上了新闻：南京有市民报警称一个弱小无助的小男孩独坐

街头，民警上前询问是不是被爸妈骂了，男孩当即委屈大哭：“是我姐姐！我作业没完

成，姐姐仗着比我学习好，就罚我抄两千遍古诗！”原来，小男孩10岁，而其姐姐已是一名

大学生，在外地上大学，恰逢暑假回家，就把弟弟的学习管了起来，比较严厉。

听到民警说要带他回家，小男孩情绪激动，很是抗拒：“没有用，回家写不完还要翻

倍罚！”最终，民警联系到男孩姐姐，劝说其要注意方式方法，让她亲自过来把弟弟接回

了家。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觉得这个姐姐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吧，可是为什么现如今很多

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大都会有拖沓的现象？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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