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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星光

不少读者反映，无论
是在生活上还是教育上，
母亲总是承担更多，父亲
参与度少，学校的亲子活
动上，父亲的身影更是寥
寥无几。实际上，父亲对
于孩子的陪伴在其成长过
程中至关重要，父亲角色
的参与程度少，极易导致
孩子性格、情感方面的缺
陷。心理学认为：母亲对
孩子的影响主要是孩子能
否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
父亲则是关系到孩子人格
的形成。

妈 妈

“教育孩子成了‘子不教，母
之过’”

“每次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一
般都是超过四分之三是妈妈去。”家
住市区的吴女士发现，父亲缺席孩子
的生活教育的不在少数，身边很多父
亲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陪伴孩子的重
要性。“父亲除了给予孩子物质上的
保障，更重要的还要给予孩子精神上
的满足，没有什么比父亲的陪伴更让
孩子快乐。”

“不知不觉就承担起了教育孩子的
担子，生活上要照顾好，学习上要跟进，
管久了，孩子还会嫌弃我唠唠叨叨。”
作为母亲的吴女士，觉得教育孩子好像
完全是母亲的责任，父亲只要说工作忙
就可以避开。“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
现在好像变成了‘子不教，母之过’了”
吴女士无奈地说道。

记者采访时发现，和吴女士有着同
样感受的，还有不少家长。林燕玉女士
育有三个孩子，她认为，和父亲拥有高
质量关系的孩子与从小缺乏父爱的孩
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安全感的获得。
当孩子感受到足够的父爱，他们会感觉
到是被支持和爱护的，这种内在力量会
帮助他们拥有健全的性格。这种安全
感，是孩子认知行为、精神健康以及成
年后亲密关系建立的根基。父亲的陪
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爱，最主要的是让孩
子获得心灵的满足，获得父爱的幸福
感。同时父亲也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
中享受到天伦之乐。

孩 子

“如果是爸爸来，我会非常开
心”

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二年（2）班黄
玺龙，喜欢阅读、书法，还利用课余时间学
习小主持。平时上下学和写作业，大多是
妈妈陪伴着，开家长会一般是妈妈去。黄
玺龙在接受采访时说：“每次家长会或者
学校有活动，都是妈妈去，其实我更想爸
爸去，因为爸爸更愿意倾听我的意见，对
我的学习也不会要求那么严。”

谈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会想到爸
爸”，黄玺龙说，“被同学欺负的时候，我
就会向爸爸求助。爸爸平时不怎么说
话，可是他会提出一些意见，我和妈妈
都会觉得爸爸的建议很有道理。”在黄
玺龙看来，爸爸比较会换位思考，让他
接收的不是“命令”，而是指导，给了他
很多的安全感。“如果爸爸有更多时间
陪我，我会更开心。”

爸 爸

“我会花更多时间与孩子
相处”

黄玺龙的父亲黄杏村，是闽南师范
大学的教师。他告诉记者，虽然工作比
较忙，但是总是会争取一些时间来陪伴
孩子。每两三天一次送他上学或者接
他放学，利用在路上的时间，听听孩子
的想法。孩子会把在学校里发生的事
说出来，作为家长就可以根据他的谈话
来捕捉一些细节，他在学校里是过得开
心吗？还是有遇到什么困难了，认真倾

听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平时要创造机会与他单独交流。”

黄杏村说道，建议可以与孩子进行角色
互换，让孩子扮演父亲的角色，反过来父
亲扮演孩子的角色，然后就家庭关系、作
业、业余爱好等话题进行讨论，这样的换
位思考，对大人和孩子的相互了解，提高
共情能力很有好处。“不过，确实在日常
生活或者教育中，妈妈付出更多。孩子
提出的想法，我也会积极去解决。”

此外，黄杏村表示如果答应孩子的
事就要守信，说过的话就要兑现，不然
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是出
差，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可以通过电话
和孩子聊聊，这样孩子也会很高兴，也
能感受到爸爸的关爱；为了加强和孩子
的交流，爸爸可以利用休假的时间带上
家人出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增
加亲子间的交流。这样可以弥补一下
父亲由于工作繁忙，缺少陪伴孩子的遗
憾，有利于培养亲子间的感情。

专 家

“父亲参与教导，孩子会更
机灵善沟通”

“父亲是力量的象征，是一个行为
榜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漳州三中
教师杨滨妮认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无论是性格养成还是情感教育，或
者知识训练以及道德品质，父亲都有着
巨大的影响。爸爸有较多陪伴和教导
的孩子，会更加的机灵善沟通，孩子的
求知欲和自驱能力也会更强。因为爸
爸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抓大放小，孩子
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目标感会更强，学

习也就更有主动性。一般情况下，爸爸
的探索精神和逻辑思维会比妈妈强，爸
爸多与孩子互动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好
奇心和创造力，激发孩子的探索欲和积
极性。

杨滨妮介绍，耶鲁大学有一项为期
15 年的跟踪研究表明，从小到大主要
由父亲带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精力
更旺盛，更擅长交际。“父亲是孩子通往
外部世界的引路人，所以更尽量多地陪
伴孩子。”她给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做
一个会玩的爸爸”。多陪孩子去运动，
打羽毛球、打篮球、踢足球、跳绳、跑步
等等。如果父亲本人不善于或不喜欢
运动，可以和孩子一起报班学习，要让
孩子感受到父亲对自己是关注的；二是

“做一个会蹲下来的爸爸”。和孩子建
立平等亲密的亲子关系，而不是以大人
的姿态压制孩子。比如“我是你爸，你
必须听我的。”等居高临下的情况，一旦
孩子产生害怕或对抗的心理，家长就很
难听到孩子的心声。不妨蹲下来多倾
听孩子的心声，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多
接纳孩子的情绪；三是“尽量做一个不
缺席的父亲”。跟孩子去聊世界，如果
确实非常忙，那么重点跟进孩子的重要
时刻，比如说生日，孩子学校的表演、比
赛或者家长会尽量不缺席；四是“做一
个学习型的爸爸。最好的家庭教育是，
爸爸妈妈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孩子，如
果家长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刷手机，那
大概率就会“收获”一个也躺在沙发上
刷手机的孩子。“榜样的作用比训斥和
要求更为有效，所以呼吁爸爸们更多地
带孩子运动、旅游、阅读，陪伴孩子健康
成长。”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开始!”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龙海区紫泥镇金
定小学四年级学生陈伟昊神情泰然自若，左手手指
头快速弯曲变化，右手的水笔写下答案。一会儿，陈
伟昊快速完成了记者随机写在采访本上的4笔数据
加、减、乘、除三位数算式。

“358+975=？”“333×507=？”“985÷111=？”……
在一旁的紫泥中心小学副校长也用计算器花了 50
多秒算完了4道题。

陈伟昊说，他刚刚完成的计算虽然没有用到算
盘，但是有在脑子里打算盘。珠心算是以算盘为基
础，通过长期算盘操作的积累，掌握一些算盘口诀，
久而久之在脑海里形成一套完整的算盘运算机制。
借助脑海里的虚拟算盘和熟练的算盘口诀，完成加
减乘除以及四则混合运算。

2019年 5月，陈伟昊参加福建省第十七届珠心
算比赛获得甲组二等奖。他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珠心
算，“刚开始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算
盘，让我们跟它交朋友。那时的我对珠心算似懂非
懂，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渐渐地我觉得我似
乎真能跟算盘对话，手指也从一开始的不听使唤到

后来的灵活自如，不知不觉中头脑中也住进去了一
个算盘，这太有趣了！我更是沉浸其中，天天训练，
从不间断。”陈伟昊说道。

“在练习珠心算中的听心算时，教师以很快的速
度念出一连串的多位数数字，学生在接受教师信息
的同时进行快速的计算，这就要求他们在计算一道
题时高度的集中注意力，经常如此训练可以增强注
意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练习珠心算的听心算时，学
生需要连续地接收教师的数字信息，数位越高，感知
的范围越大。练习看算时接收信息的数量更大、速
度也更快。”陈伟昊的班主任巫溢珩老师介绍，陈伟
昊通过珠心算训练而增强的记忆力，然后迁移到学
习其他学科上。他在背诵课文、英语单词、阅读等方
面都表现不错，是一个做事十分专注的孩子，并懂得
快乐学习的道理。

“我的新家是书的海洋。”陈伟昊说，“有上学
的日子，我住在爷爷、奶奶家，因为爸爸、妈妈平
时工作很忙，所以我周末才会回到县城的新家，
和爸爸妈妈一起住。妈妈给我买了很多很多的
书，我最爱看的是历史方面的书。其中，《史记》

《中华上下五千年》等几本书，都看了很多遍。”
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本报记者 苏水梅

11月 14日下午 5时许，伴随着铃声的响起，平和县
霞寨中心小学的校园热闹起来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开始了。瞧，100名鼓号队的队员们
精神抖擞，身着靓丽的服装，迈着整齐的步伐，用嘹亮的

号声、整齐的鼓点，演绎《中国少年先锋队进行曲》。
“一面大鼓有十多斤重，鼓号队的同学们训练都很刻

苦。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学习，他们已经能正确掌握自己
使用的乐器，并且大部分同学能识记曲谱。”霞寨中心小
学鼓号队指导老师周少墩说。在他看来，百人的鼓号队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能达到很好训练效果，与孩子们具
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和团结协作精神是分不开的。同学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稳打训练基本功，不断提升合作
的默契度，并在训练中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

“每周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学校开展 20多项社团
活动，有鼓号队、太极拳、合唱、舞蹈、书法、乐器、科技制
作，等等。”黄国栋校长介绍，学校基于“学校特色、教师特
长、学生特点”合理安排社团活动，确保“人人参与社团”，
为学生的成长搭建宽阔的平台，最大限度地优化了学校
教学资源，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参与到社团活动中。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读者：孩子明明很努力，却还是没考好，搞得
压力很大，这时候我该怎么劝孩子？

根据中小学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记者采访
了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中）杨文秀老师和闽南师
大附小王月娥老师。

闽南师大附中（漳州二中）杨文秀老师回复：
孩子进入中学后，学习科目增多，学习内容比小学
增加了好几倍，老师的授课速度也比小学快很
多。不少孩子并没有从小学的学习节奏和习惯中
转变过来，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因此
常常出现读者反映的情况。此时，正处在青春期
的孩子，碰到问题不一定会主动向家长们倾诉，这
时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我认为家长需要和
孩子共同探讨以下问题。

首先，要分清孩子是真努力还是假努力？也
许孩子只是迫于家长的压力，表面很努力读书，而
内在学习动力不足，容易出现假努力现象。那么
他的努力自然也不会与他的努力结果成正比！

其次，孩子努力了，但成绩还是不理想，是不
是学习方法不对？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分析试
卷，看看是哪些科目丢分比较多？哪些科目的学
习还比较吃力？针对具体问题，引导孩子反思学
习情况，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孩子已经很努力了，仍认为自己成绩没
提升，那么应该思考下成绩提升的标准是什么？
孩子是否能合理定位自己的学习目标？如果定的
目标比自己的真实水平高很多，孩子很容易因为
没有达成目标而感到受挫。因此，应引导孩子要
制定符合自己最近发展区的目标，调整学习状态，
这样孩子才能在学习的进步中获得自我效能感，
就会越来越喜欢学习。

所以，作为家长，请静下心来和孩子们耐心沟
通，走进他们的内心，教会他们在付出时间和努力
的同时，要学会自我分析当下学习情况，根据具体
问题，针对性地改进学习方法，进行有效学习，这
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提高成绩，爱上学习，真正实现
减压！

闽南师大附小王月娥老师回复：首先，要关
注情绪,引导发现问题。作为家长，要从心里真
正接受孩子，并且对孩子充满期待。当孩子跟
你说考试没考好，情绪低落，第一家长不能骂孩
子，第二家长要引导孩子或者陪伴孩子一起总
结没考好的原因。也可以跟老师沟通得知具体
的情况，是试卷的难度大还是学过的知识点没
有掌握，还是粗心大意导致的。如果是基础性
容易错的字词，可以坚持一段时间通过听写帮
助她消化；如果是没掌握的知识点，鼓励孩子找
老师讲解，或者家长跟老师发出需要帮助的心
声，借老师的力量帮助孩子，引导孩子运用得当
的方法学习。

其次，要安抚孩子，给孩子一个希望。举个例
子，连续两季《奇葩说》冠军詹青云，从小爱看书，
但小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有一次她母亲坐到詹
青云身边，并没给她说教打骂，而是耐心地告诉她
为她算过命了，她变成好学生的时间是在四年
级。到四年级，詹青云学习成绩依然没长进，她母
亲也不着急还继续安抚，说她自己算错了，说变成
好学生的时间是在初二。后来，詹青云知道这是
母亲善意的谎言。詹青云的成绩并没马上变很
好，但她心里一直坚信自己能变成好学生的种子
早已深深埋心中。

当孩子的情绪没有得到关注，自我的价值感
是很低的。如果没人和孩子一起快乐，悲伤时没
人陪伴，无法释放不良情绪，精神上是孤独的，于是认为自己是没
有太多价值的。所以孩子努力却考不好时，更需要奖励些好东西，
送些礼物，倍显可贵。孩子觉得自己成绩不够好还能被认同，于是
他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有自我价值感的孩子不会惧怕失败，而且
敢于尝试。

读者：同学总是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
芗城第二实验小学郑惠彬老师回复：每个人的名字都蕴含着

父母对我们满满的爱与期盼，是需要被珍视和尊重的。
第一个方法是积极面对巧暗示。给同学起外号这件事，成了

我们在学校相处时，时有发生的一件事。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我
们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喜欢我们。这时，我们需要让自己拥有一颗
强大的内心，接纳一切好的与不好的评价，记住好的，过滤掉坏
的。其实有的同学取外号时并不带有恶意，就是纯粹觉得好玩而
已。善意友好的外号，它既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也从侧面反映了他
对我的认可程度、亲密程度，我愿意接受，也乐于接受，我会将这别
有意味的称呼视为一种雅号。

第二个办法是置之不理冷处理。有些同学爱给别人取外号，
只是因为想要获得关注。当他叫别人外号时，他希望看到对方气
急败坏的样子。或许，只是因为这位同学不懂如何正确与人交往，
对他来说，我招惹你，你回应我，一来一去就是同伴交往了。所以，
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进行冷处理，在他叫外号时不回应。当他
能叫对名字，给予尊重时，再回应他。

第三个办法是寻求帮助不纵容。有时候，贴过激标签、起恶劣
外号等都是对我们人身的一种攻击，我们普遍把它当作言语霸
凌。如果以上两个方法都没有用，而对方的做法造成了很大的困
扰，甚至影响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一定要向老师、家长寻求帮助，
让他们出面干预。

给同学起外号，但是要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欢和心甘情愿地
接受才行。与人交往时，要懂得尊重对方，说话、做事有分寸。
这样，才会赢得大家的信赖与喜欢，才会为自己赢得珍贵、长久
的友谊。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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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可以多陪陪我吗？
M 家庭教育之窗

周末时光，市区西院湖公园，黄玺龙和他的父亲到此散步、读书，很是自在。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乐当“神算子”

陈伟昊展示珠心算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鼓号铿锵催奋进
近日，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022

年秋季运动会在全校师生的翘首以盼中
如约而至。开幕式上，各班运动员迈着
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创意出
场。

据介绍，本届校运会以“运动展风
采、健康向未来”为主题，为期三天，共设
立了30米迎面接力、跳远、跳高、跳绳、
篮球等 13 个项目，赛程紧凑、秩序井
然。沐浴着阳光，小运动员们鼓足干劲
在赛场上你争我赶，拼尽全力。一张张
的笑脸，一次次的拼搏，一声声激情的呐
喊，尽显少年活力。

图为活泼可爱的开幕式啦啦操表演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影报道

健身运动展风采健身运动展风采
孩
子
们
演
绎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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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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