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妈辞职专心陪伴
爸爸和孩子一起锻炼一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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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已到尾声，开学在即，每年寒假后刚开学的
那段时间里，总有一大波学生不在状态，上课的时候
要么打哈欠，要么愣神儿、心不在焉，一到放学就活
蹦乱跳没事了……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开学前的收
心工作没做好，孩子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没有调整
过来！

本期成长周刊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开学攻略”，
家长不妨和孩子一起看看，适时调整自己。新学期，
新开始！一起加油！

1.总结，回顾假期生活
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把假期生活“倒电影”式地

回放一遍，对照假期计划，看哪些已经完成，哪些尚
未完成。可以一起分享下收获和遗憾（读书、休息、
娱乐、交往等各方面），并及时总结经验或分析原因，
相信通过这种“复盘”形式，会有更多收获。

2.收心，回归日常状态
假期中的孩子，心态通常较为松弛，而开学后则

相对紧张，两种状态的转换往往需要一段时间。对
此，家长不能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地帮助孩子把心
收回来，否则会给孩子太大的心理负担。在此阶段，
尽量少安排大型活动，让孩子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3.作业，及时查漏补缺
检查回顾作业的完成情况，还有哪些未完成，尚

有时间予以完成。很多孩子经常将作业拖延至正式
开学前一晚，挑灯夜战，通常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草
草应付。因此，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合理规划和安
排开学前期的这段时间，及时查漏补缺，高质量完成
作业。

4.作息，调整假期生物钟
很多孩子在假期形成了晚睡、晚起等不良生活

习惯，如果不提前调节，开学之初通常会出现注意力
不集中、精神不佳的状态，影响孩子的学习适应。假
期尾声，不妨和孩子一起制订一个和学校生活接近
的作息时间表，按照平日上学的时间起床、睡觉、学
习、运动，有规律地作息，从而更好地适应接下来紧

张的学习生活。
5.读书，逛图书馆或书店
开学前，家长们可以结合新学期计划，陪孩子去

图书馆、书店等地方，感受一下浓浓的书香，也可查
阅和购买一些孩子喜欢的书籍资料，培养孩子的读
书兴趣，也为新学期适当做些准备。

6.衔接，适度复习、预习
经过一个寒假，孩子可能对上学期的知识有所

遗忘，不妨抽空回顾一下主要知识内容。同时，也可
以提前浏览新学期的教材，适当做些预习，有利于实
现新旧知识的顺畅衔接。但提前预习要适度，不建
议提前把新知识学一遍，这样容易致使孩子在正式
学习时丧失新鲜感和兴趣。

7.防疫，提前了解、积极配合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严峻复杂，开学前这段

时间的防控不可掉以轻心。家长应自觉做好本人及
孩子的体温监测工作，若出现高烧或其他疑似症状，
应立即做好防护并到医院就医。另外，提前与老师
联系，了解学校的防疫政策，积极配合执行。

开学在即，希望孩子们在新的学期都能有新的
收获！

在我 108次对着小周咆哮之时，周先生爆发
出20年来第一次的怒火：又在叫什么？天天这么
吼，干嘛？有用吗？孩子都被骂痴了。别的老师
是不是也这样天天对孩子大吼大叫？

一下呆住了，有外行这么不分青红皂白指责
内行的吗？谁天天吼了？不是约定好在教育孩子
的问题上，意见一致，绝不内斗给小周可乘之机的
吗？行，接着交给你，我不管了。终于还是落入俗
套，按照既定孩子教育问题的固定版本出演。

在小周的教育上，早就有言在先，我是他亲
妈，是这个世界上无条件最爱他的人，所以教育的
主导权在我。一旦有分歧，私下谈，不当着孩子
面。从小周出生，周先生从来都坚定站在我身后，
秉承男孩严教的宗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最多在
小周被训得流眼泪时，唉声叹气团团转，或者在书
房将椅子移动得咯噔响，大声咳嗽几声。

倒是爸妈，一改对我们姐弟俩从小说一不二
的严格要求，一贯用祖辈的慈祥衬托出做娘的“心
狠手辣”，威严的父亲学会对女儿循循善诱：小孩
子要骗骗，不要把对学生的要求用在孩子身上。
要不就板着脸教训：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像个法西
斯！他们都忘记对我们的教育。

长大后，我和陈小一直谈论的话题之一，就是
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他反复提醒我：不要重
复，不要重复。妈妈是老师，乡下人少，四乡八里
的都认识，我们的整个小学和中学阶段，一言一行
皆在她的实时掌控之中。“不要丢我的脸”“你是老
师的孩子”“要做别人的榜样”，这是她时常挂在嘴
边的话。

我们最反感的就是身为老师的孩子，觉得没
有自由，不能犯错，好是应该的，不好是绝不能容
忍的。课上偷看小说，一下课，妈妈已经在办公室
阴着脸等候。期末考试刚结束，想松口气，家里桌
上一模一样的试卷摆着，再做一遍，核对答案算出
成绩。

我记得那样的经历，一直注意不给小周施加
诸如老师的孩子要怎样的压力，不想因为自己的
职业给他额外的负担。他有进步，或犯错，我从不
拿老师这个身份说事儿。

但是，周先生的话让我警醒，作为一名老师，
职业特点已经深入骨髓。教过那么多学生，优秀
的见过许多，即使普通的孩子身上也有闪光点，老
师善于总结，喜欢随时随地揪着细节说事儿，从小
处说开、延伸、挖深，习惯以小见大，并顺藤摸瓜，
兼之记性特好，自家孩子犯过的错记得牢，一一拎
起来点评，直到把他说蔫儿了，还意犹未尽，一脸
怒其不争的气愤。

在校面对一群学生，令行即止，提出的要求除
了少数孩子都能做好，尤其是学习上，听课、书写、

订正、考试，每一样，大部分孩子都无需反复说。
回到家，看看小周的作业，眼前自然就出现其他孩
子的，这种比较几乎是条件反射，不需要任何准
备，在你不自觉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了。然后再
看具体答题：计算过程跳步子、草稿纸乱涂画;短
文答案偷工减料，错误不及时订正；英语不是少字
母，就是忘记大写。

接着，我又开始唠叨：“说多少遍了？为什么
作业发下来不先订正错误？错误不过夜。认真写
字正确率才会高，书写态度就是学习态度！我们
三年级的孩子都不要这样反复提醒，你多大了？
长耳朵了吗？做作业带头脑了吗？”我没有说“你
是老师的孩子就该……”的话，可话里话外，处处
点出了这一点。

老师的孩子，意味着面对妈妈教过的所有班
级最优秀的孩子，所有孩子的优秀方面；意味着犯
的错，提醒一次就不要再有下次，最好主动在妈妈
没说话之前自行解决；意味着一直有刺可挑，永远
直接对着老师妈妈的怒火与批评。老师的耐心与
鼓励、惊喜与等待，在学校好像都用光了。对着自
己的孩子，只有不满与嫌弃，还有紧皱的眉头和急
躁的语气。

每次长篇大论后，精疲力尽的其实是自己，心
里明白，许多问题要有时间去消化，要等待孩子自
省，时机未到，说多少都没有用。亲爱的小周，你
每次听我谈起教过的那些优秀的孩子的厉害之
处，总是赞叹，你记得好些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心
里其实也在暗暗对照自己？老师妈妈的压力无处
不在。

你给生气中的妈妈写信，说三木成森，一家三
口就像三棵树，只有紧密相连才能成为森林。林
肯也说过，开裂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所以希望
一家人永永远远不分开。

我明白小周的担忧，周先生难得一见的生气
和我反常的沉默，令他不安。

信上还告诉我施老师夸奖他笛子吹得有进
步，教练表扬球技大增，吴老师也说素描的构图很
不错。他知道妈妈想要看到的无非就是他的进
步。

感谢文字，每次吵得两败俱伤后，让我和小周
还可以心平气和的纸上交流，许多难以言说的情
感可以诉诸笔端。谢谢小周，每一次，毫无条件很
快原谅我，即使自己已经很后悔，得到理解还是很
宽慰。

以此文提醒自己：老师的孩子也只是普通的
孩子而已，参照物只能是他自己，不能是许多别人
家的孩子自己的学生。

谨记。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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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助力

今年，广大中小学生迎来了“双减”政
策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假期。课业负担减
轻后的漫长寒假如何度过？对于昊然来
说，是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阅读。他喜欢《哈利波特》中的科
幻世界、《西游记》中活灵活现的人物，也
喜欢《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中亲子之间的
温情……寒假期间的大多数时间，于昊然
都在家人的陪伴下读书。

走进于昊然的家，到处洋溢着浓浓的
书香味。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学习空间，父
母将原本是餐厅的位置做成了“书房”。
墙上是于昊然在学校和参加比赛获得的
各种奖状、证书，书架上堆满了各类书籍，
各种形状的乐高拼图整齐有序地摆放，篮
球、吉他……一方小小天地，是于昊然的
成长乐园。

才上六年级的于昊然已经能完整背
诵出《小石潭记》《隆中对》《长恨歌》等对
同龄人而言比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还能
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父母将其朗诵的
视频发布在二三里资讯平台，也获得很多
点赞好评。对于记忆文言文，于昊然总结
出了自己的方法。“首先我爸爸会给我讲

解古文的意思，明白了意思后，我第一天
熟读文章，第二天分小段背诵，第三天整
合背诵，一篇古文基本三天就可以背诵下
来。”背诵并不是最终目的，明白文言文的
内涵才是关键。

从二年级开始，于昊然就经常主持学
校及我市很多大型活动，他还是延安革命
纪念馆优秀的小讲解员、“小桔灯”延安故
事宣讲团优秀团员、宝塔区朗诵协会会
员，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少儿主持与才艺
大赛特等奖、全省家风建设好少年、省百
佳小记者、省红领巾讲解员大赛一等奖、
省朗诵大赛二等奖，市朗诵大赛连续三届
一等奖……同时，其家庭还荣获宝塔区

“书香家庭”称号。去年的十四运会期间，
他作为特邀小记者参与采访、报道延安站
火炬传递盛况和乒乓球赛事。

“这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各科
成绩也一直很稳定。”班主任贾老师介
绍。于昊然性格开朗、活泼，做什么事情
都很积极，对待老师有礼貌，乐于帮助同
学，大家都很喜欢他。“在学习上，同学们
有什么困难，他也总是积极地去帮忙辅
导。”贾老师说。

高质量的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于
昊然如此喜欢朗诵、阅读，与爸爸妈妈的
陪伴是分不开的。在很多父母忙于应酬
之际，他们尽量挤出时间陪伴孩子成长。

“我们回到家后很少看电视、玩手机，更多
的是陪伴孩子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
和她妈妈也会阅读书籍，抄写古文、诗词，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于增荣说。

在于昊然上一年级时，他的妈妈去学
校开家长会，班主任的一席话令妈妈孔丽
娜印象深刻。“现在的很多家长都在努力
挣钱，为的是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条
件，但如果不能培养孩子形成一个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将来有父母哭的一天。”听
完老师的话，孔丽娜咬牙辞掉了工作，专
心陪伴孩子的成长。

“孩子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些语言
天赋和运动优势，记忆力也比较好，所以
我们给他报了口才班和街舞班。他学习
一次街舞需要3个小时，我就站在教室旁
边陪他3个小时。我虽然不会跳，但是知
道哪里有问题，孩子回家之后练习街舞动
作时我可以指导他。”在孔丽娜看来，陪伴
便是最好的教育。于昊然上二年级就开
始担任小小讲解员的工作，也经常外出参
加一些比赛活动。孔丽娜一直陪伴左右，
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

“生活中彬彬有礼，舞台上自信从容，
跳街舞热情四溢。”妈妈孔丽娜这样形容
儿子的多面性。“孩子常常要外出参加各
种比赛和讲解活动，这些会不会影响他的
文化课程？”面对记者的担心，于昊然自己
觉得并没有落下功课，他认为在参加讲
解、朗诵的过程中，还学到了很多有用的
知识，促进了自己的课业学习。从小到
大，于昊然并没有参加过文化课的校外补
习班，父母除了重视对他学习习惯、兴趣
的培养外，还特别注重他的身体素质。今
年寒假，于增荣还特意买了小型乒乓球案
台放置在家中，每天坚持和孩子一起进行
体育锻炼。

“家庭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我们大人一定要为孩子做好榜样，要求
孩子做的事情自己先去做好。”于增荣喜
欢历史与文学，在陪伴儿子的过程中，他
和妻子都有各自的“作业本”，上面工整
地抄满了经典的文章与诗词。“我们家很
重视教育，但并不是想让孩子将来成为
多么了不起的人，只是想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培养有益于他一生良好的学习、
生活习惯，将来他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
是一个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人。”于增荣
说。

（记者 贺卓）

读书、朗诵、打球、做家务……
这个寒假他过得很充实

“青年，中国
青年，延安吃着小
米饭，延安穿着麻
草鞋，你为什么还
奔延安？”冬日的
宝塔山下，一位小
小少年讲解延安
的革命历程，分饰
不同的角色，饱含
深情诠释着诗歌
的内容，他就是延
安育才红军小学
六年级七班学生
于昊然。别看他
年纪小，可在延安
的讲解圈已颇有
些名气了。除了
朗诵演讲，他还热
衷于主持、贯口、
街舞，是一位品学
兼优、多才多艺的
小学霸。

这份“开学攻略”请收好

寒假尾声！

有一种孩子，叫老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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