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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小学生一周5天
在学校， 有的甚至周末都不
回家， 父母对他们的陪伴和
关爱同样也很少。”在长沙市
心理学会秘书长、 儿童心理
学专家刘正华看来， 近年来
长沙出现了不少寄宿制学
校， 留守儿童已不再是乡村
的“专利”，城市也逐步出现
了新的“留守儿童”。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家庭教
育本土化研究专家燕良轼认
为， 儿童成长是一个社会化
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环节出
问题， 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
生影响。针对“新留守现象”
背后的亲子教育问题， 他呼
吁，中国现在急需开办“家长
学校”，让家长补上“家庭教
育”的课。

【现象】
父母“身”虽近“心”却远

在刘正华看来， 新留守
现象分为两种： 一为城市留
守现象； 二为“心” 留守现
象。 城市留守现象在寄宿制
学校出现的比较普遍，而
“心” 留守现象却最易被人
忽略。

今年5月是长沙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月， 刘正华借此
机会做了一项调查， 题目很
简单，“你有心里话最愿意跟
谁说”。反馈的结果令他十分
惊讶。“排名第一的是网友，
第二是朋友，第三是老师，第
四才是家长”， 刘正华认为，
这份答卷十分明确地说明了
一点：父母虽离孩子最近，但
心理距离却是最远的。

为什么会出现“心”留守
现象？刘正华认为，一是家长
教育知识的严重缺乏； 二是
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太大。
家长普遍认为， 不能让孩子
们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要努
力挣钱， 为孩子们将来上名
校、 出国留学积累财富。“殊
不知， 正是家长在这种焦虑
下忙于打拼， 却忽视了对孩
子的精神关爱”。

【支招】
陪孩子吃晚餐效果最好

刘正华提倡父母应多回
家陪孩子吃饭，“这顿吃的不
是饭，是感情。孩子在饭桌上
叽叽呱呱说上一大堆， 这顿
饭吃得就有意义了。”

为了和孩子们更好地沟
通，让孩子们从“心”留守中
走出来， 刘正华建议， 做父
母的要争取每晚和孩子在
一起吃饭，每个周末抽出半
天时间跟孩子呆在一起。而
郊游、踏青、野炊、放风筝等
亲子活动，是增进父母与孩

子间感情的最好方式。
“我们当父母的，童年都

是玩着过的。 为什么不让孩
子的童年更丰富多彩呢？”刘
正华说。

另外，他还指出，家长虽
然不是一种职业， 但却是一
生的事业。 但目前许多家长
的教育知识却严重缺乏，针
对这种现状， 他建议社区以
及相关社会机构应设立“家
长学校”，以各种形式帮家长
们补上“家庭教育”这门课。

【建议】
“家长学校”应深入社区

燕良轼教授一直关注家
庭教育本土化研究，他认为，
新留守现象破局， 最重要的
是破家长之局。 家长必须要
改变思路， 懂得先进的教育
理念， 与孩子们进行平等对
话和沟通， 让孩子们在这种
情况下成为“自己”。

在发达国家，家庭教育
发展相对成熟。然而，中国
父母大多数在教育方面存
在问题： 要么放任自由，不
管不顾不负责任；要么什么
都管，强行交往，责任侵犯，
本来孩子可自己承担的责
任，也被父母强行担负。“儿
童的成长其实是一个社会
化的过程，无论哪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都会对孩童的成
长产生影响”。

燕良轼也认为， 中国现
在急需开办“家长学校”。但
是当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
引入中国时， 就被片面地简
化为“家长培训讲座班”了，
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
他建议， 在没有成规模体系
的背景下，“家长学校” 应该
深入社区， 为想成为父母和
已为父母的居民进行系统化
的培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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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远离“新留守”，家长应补课

平时陪护孩子少
青春期易出问题

有时父母与孩子间沟通出
现问题了，追根溯源，一般是由
于从小没有建立起温暖的亲子
关系。

长沙秋实心理咨询中心主
任、青少年心理专家丹妮认为，
“在成长的关键时段，孩子如没
有得到好的陪伴， 感觉不到父
母的温暖， 这也是孩子到青春
期出现成长问题的主要原因。”

丹妮将缺少精神关爱的孩
子称为“精神孤儿”。她认为，缓
解“新留守现象”，避免出现“精
神孤儿”可通过多方面入手，家
长首先要懂得怎么爱孩子，不
仅仅在物质上， 更要在精神上
关爱孩子。 如果父母确实在外
地或确实无暇陪伴孩子， 也可
通过其他沟通途径来和孩子进
行精神交流， 比方电话、 视频
等，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
和爱。

14日下午4点，开福区富雅坪社区“快乐100分课堂”上，几名小学生正在社工和志愿者的辅导下学习。 龚磊 摄

11月14日下午5点， 在长沙
市开福区富雅坪社区，办公大厅
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7名学生
正在这里做作业。 边上还有3个
年轻人在辅导孩子。

8岁女孩何祺秀是这里的常
客， 差不多每天放了学就会来。
“爸爸妈妈都要工作， 放学后回
到家里没人。 来这里有很多伙
伴，还有大哥哥大姐姐教我做作
业、玩游戏。”她说。

富雅坪社区书记孔琼介绍，
这是社区志愿者工作站开设的
“快乐100分课堂”， 由社工和大
学生志愿者负责照看社区内的
小朋友，同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
社区活动。

“4点半课堂”
弥补孩子看护“真空期”

“小学生下午三四点钟就放
学了，家长还在上班，没时间照
管孩子，我们就提供服务弥补这
段‘真空期’”。她说，该课堂面向
社区学生开放，不仅为孩子提供
了一个放心学习交流的空间，更
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下午
四点半放学后无人接、 无人管，
安全无保障的问题。

孔琼直言，来这里的孩子的
家长普遍正是事业发展期，忙于
生计，没空照顾孩子。另外，有些
孩子虽有爷爷奶奶照顾，“但除
了接送，安排下饮食起居，老人
家辅导不了孩子。”她说，志愿者
除了辅导学业，还会上门进行家
访，了解家庭教育情况，同时对
有行为偏差的学生做个案跟踪，
对其行为进行矫正。

共青团长沙市委权益部部

长周道介绍， 长沙已经建成了
393家志愿者工作站， 除了富雅
坪社区的“快乐100分课堂”，还
有社区开设了类似的“四点半课
堂”， 由志愿者对学生提供学习
和心理方面的辅导。

社区“家长课堂”
帮家长“充电”

“孩子心灵上的孤独， 特别
是亲情上的缺失，这背后主要靠
强化家庭教育来弥补”。

让孔琼印象最深的是，“快
乐100分课堂” 上有名8岁的女
生， 两次把2岁的弟弟也带了过
来， 一边写作业一边带小孩。经
打听才得知， 其父母开店做生
意，平常忙不过来，便把照顾儿
子的工作推给了女儿。 为此，社
区还专门开辟了家长课堂，针对
部分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
培训。

孔琼介绍，家长课堂有专业
的老师上课，有带着小孩一块听
课的，也有家长单独去的。社区
每个月开展一次，除了亲子关怀
还有法制、安全等方面的知识。

周道则透露，除了社区开展
的家长课堂，7月份，由团市委组
织了一场面向全市的家长课堂。
此外，还有不少学校也开设了家
长课堂，组织开展以专家培训和
亲子活动为主的各项活动。

省直关工委主任戴海春介
绍，关工委也组织开展了与家庭
教育相关的讲座、培训。不过他
指出， 家庭教育目前还不统一，
没有专业的学科、 教育机构，妇
联、关工委、共青团等虽均有涉
及，但都是分头管理，不成体系。

设“4点半课堂”“家长课堂”
让孩子远离“新留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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