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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为了检测学生在校的学习成果，
也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常有人调侃道

“以前的家长在得知孩子成绩前都会准备甘
蔗，考好了内服，考不好外用”。但仍有不少
孩子会主动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这次我
没有考好。”一时间看着作为自己心头肉的孩
子，家长们打也不是骂也不是。那么在面对
孩子的“对不起，这次我没有考好”时，家长们
应该怎么做呢？为此记者采访了部分家长和
老师，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孩子们觉得，告诉爸妈的时机很重要

无论是对于小学生还是中学生来说，一
时间成绩的好坏并不能影响他们的一生，但
也许可能会影响他们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如
果考得不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时不时就要
被父母教训，也可能会多几本练习册，或者是
更多的学习任务。因此也有不少学生懂得掌
握时机，在合适的时候才将自己考得不好的
成绩告诉家长。

“爸爸妈妈对不起，这次我没有考好。”看
着准备升初中的小吴同学又考差的成绩，小
吴同学的父母竟也训不了一句话，因为小吴
同学又一次在他爷爷奶奶面前跟父母说出他
的考试成绩，据小吴同学的爸爸透露，这不是
小吴同学第一次这么做了。

“有时候当着他爷爷奶奶的面，刚说他几
句，就会被他爷爷奶奶用‘孩子还小啊’‘成绩
偶尔考差了又不会怎么样’之类的话给搪塞
过去，导致有时候想管也管不了。”小吴同学
的爸爸无奈地说道。小吴同学的爸爸回忆
起在小吴同学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小吴同学
犯了错，刚批评几句，他爷爷奶奶就来劝
解。“似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就懂得说
自己成绩不好时的‘时机’，我们当然知道这
个对孩子也不好，找个时间我会跟公公婆婆
好好说明一下情况的。”小吴同学的妈妈告
诉记者。

除了在爷爷奶奶面前主动认错以外，还
有不少孩子会根据家长的心情决定什么时候
说。初三学生小王同学告诉记者：“有时候回
家就会看妈妈心情如何，她要是心情好，该说
的成绩就说，她要是心情不好，我就需要好好
掂量掂量要不要把我考了坏成绩的事告诉
她。”不过小王同学还跟记者补充道，如果考
试时候成绩发挥不好，我也会提前跟爸妈说
成绩可能不理想，先给他们打“预防针”。

家长们觉得，孩子敢说就好，怎
么处理另说

面对任何成绩，孩子主动说了，哪怕是成
绩不好，也要一家人一同面对。“爸妈，对不
起，这次的高考我没有考好，就高出本二线一
点点，可能上不了好的学校。”小高同学面对
父母说出自己的成绩时，竟还带着些哭腔。
面对孩子主动跟高先生说这次高考成绩并不
理想的情况，高先生跟小高同学安慰道，从小
到大，每次都是一家人一同面对，这次考得不
好没关系，选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也努力为自

己的未来去学习去奋斗。
当孩子考差了应该怎么教育，一直没有

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特别是面对孩子主动
说自己考差了，那是应该用“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教育方法，还是循序渐进地引导与安
慰，不少家长有时候也犯了难。

现如今还是有部分家庭喜欢用“棍棒底
下出孝子”式的教育方法，就算不用棍棒，面
对孩子考得不好，还是免不了一场说教。“你
怎么就是学不进去呢！这次又考这么差，给
你报了那么多补习班一点用都没有吗？现
在高一了，要努力啊……”面对杨女士滔滔
不绝的说教，杨女士的儿子只能默默忍受。
当然这样的说教方式也不是杨女士所喜欢
的，杨女士表示她也没辙，孩子有时候就是
学不进去，她也希望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突然
开窍。

当然，也有不少家长会选择更温和的方
式，例如孩子刚刚上初中的陈先生一家就是
如此。在家庭会议上，面对孩子没考好的成
绩，陈先生表态：“这段时间大宝的学习过程
我都看在眼里，这段时间他有在认真，这点是
值得肯定的，至于成绩方面，只要懂得好好分
析原因，注意总结，高低其实没那么重要。”在
陈先生眼中，学习过程的努力要远远高于学
习成果的高低。

老师们觉得，孩子说了家长就得
做好后续工作

在家长眼中，面对孩子的“对不起，这次
我没有考好”，家长的每一种应答都会影响孩
子。如何让自己的应答能够更好地帮助孩
子，各位家长不妨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当孩子没有考好，内心会出现沮丧、
失落、自责等情绪，此时特别需要父母的
关爱和鼓励。这时，家长要放下那颗焦虑
的心，控制好情绪，思考怎样让孩子重塑
信心。对此，漳州市新桥中心小学老师戴
秀珠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
先要表现出理解和接纳，先对孩子肯主动
说的情况予以鼓励，并告诉孩子只要你努
力了，爸妈就不会怪你。其次是陪伴和分
析，需要父母静下心来与孩子一同分析原
因，并向孩子传达一种‘在学习上遇到问
题，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的信息。最后是鼓励与引导，有针对性地
采取实际行动，和孩子一同商量解决方
法，制定有效的学习计划。”

此外，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中）心理
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林惠彬补充道：“每个孩
子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很伤心地回到家里，
又害怕到家后家长批评时说难听的话，所
以家长应该要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孩子的
心情，照顾孩子的情绪。”此外，林惠彬老师
还提到考得不好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挫折教
育，这时候就要让孩子在融洽的家庭氛围
中成长，这样孩子遇到困难与挫折的自愈
力也就会更强。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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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事关民族复兴，组
织这次实践活动，就是要让警院
学子既会掌握过硬的警务知识，
又能锤炼乡村有效治理的真招实
招。”福建警察学院刑罚执行系学
生党支部书记柯臻炜说。

近段时间以来，福建警察学院
刑罚执行系学生党支部、团总支带
领20多名学生组成乡村振兴实践
团队，深入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漳
浦县六鳌镇店下村，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开展调研走访、普法宣传、扶
贫助弱、直播带货等形式多样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在田间课堂中受
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以实际行动
彰显青年的风采和担当。

店 下 村 近 年 来 靠 吊 养 紫
菜、养殖鲍鱼和种植地瓜、蔬菜
等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滨海渔村
旅游，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实践团队刑执系学生党支部与
该村党支部开展党支部共建活
动，签署党支部共建协议书，举
行学生大队社会实践基地的揭
牌仪式，搭建起了高校与乡村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基层党
建工作平台，以实际行动参与
美丽乡村建设。

实践中，团队学生充分发挥
专业知识技能优势，开展生态环
境政策解读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
及宣传，耐心细致地为村民解答
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并与当
地派出所民警共同配合开展防诈
骗宣传教育，生动演绎诈骗的形
式、骗子的手段和发生在身边的
诈骗案例，帮助村民安装“国家反
诈中心”APP软件，提高村民的防

范诈骗能力，让普法宣传活动真
正深入基层、贴近生活，为乡村振
兴注入法治动力。

同时，团队学生在村里组织
开展了关爱贫困儿童活动，赠送
了资助金、儿童书籍等物品，参与
直播带货，还向村民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亲身投入海滩垃圾治理
工作。

■戴钟煜 文/图

为了建设美丽乡村

警校学生为放暑假的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开展兴趣活动

小学生在课堂上专注地学习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暑假期间，福州工商学院“纸间传情”暑期实践队到漳开展“扬非遗文化之帆，起白水剪纸
之航”暑期实践活动。成员们走进龙海区白水中心小学，传承非遗文化，教学生们学习剪纸
技巧。期间，团队成员还通过云支教公益活动，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向贵州小朋友讲述“美育
课堂——白水剪纸”，云端分享传统文化的魅力。 陈燕红 郑 洋 摄影报道

学子下乡学子下乡 纸间传情纸间传情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庄培勋 文/图）
7月25日至30日，闽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红色筑梦
之旅”专项活动实践团赴云霄县竹塔学校开展了为期
六天的教学活动。

实践团的大学生们为竹塔学校的同学们带去了
一个有“声”有“色”的红色主题体验。

实践团成员通过合唱课、朗诵课、舞蹈课、乐器
课以及水粉课、剪纸课、油画棒等课程，让小朋友们
能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音乐与美术，使乡村学子享
受优质的艺术课堂，使他们能够较早地接受美育教
育，从而让艺术走进学校，走进孩子们的内心，用艺
术造一座桥，让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实践团成员们的指导下，小朋友们用水粉、剪
纸、油画棒等多种形式创作了多幅红色主题作品，用
自己的画笔绘出了对祖国的热爱，绘出了对党对国家
的敬爱之情、绘出了当代少年儿童永远跟党走的颗颗
红心。

7月31日，实践团成员与竹塔学校小朋友们在竹
塔学校梯形教室举行了文艺汇演。本次汇演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通过朗诵、师生乐器合奏、舞蹈、合唱等
形式，不仅展现了乡村学校孩子们的纯朴风貌、也表
达了乡村小朋友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据悉，竹塔学校是云霄县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艺术学院红色筑梦实践团的学生们用艺术教育
的形式，让竹塔学校的学生感受艺术魅力，接受美育
教育。

送艺下乡、艺术惠民。下一步闽南师大艺术学
院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与更多乡村中小学进行合
作，着力“艺术下乡”，找准艺术类学生服务乡村振兴
着力点，探索美育教育新模式，让美育教育更好地助
力乡村振兴。

闽南师大艺术学院

送艺下竹塔 赋能乡村振兴

闽南师大艺术学院实践团成员给竹塔学校的孩
子们上舞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