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时代，孩子可以依据自己

的兴趣，从互联网上撷取自己所需的

知识，也在网络中形成自己的社交模

式和社交圈。与此同时，孩子在网上

接触到的信息、在网络上的社交状态

却无法被父母完全掌控，这无形中让

父母更难了解自己的孩子。

如果家庭教育的方式不随之发生

改变的话，教育效果必然会受到冲

击。需要提醒的是，想要调整出更好

的家庭教育方式，父母首先要明确知

道我们已无法改变互联网生活模式，

因此，要适时地加强学习、改变自己，

学会与孩子共同成长，与时代共同成

长。

提升自身信息素养
父母要注重网络素养提升，只有

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孩子的脚

步，才能和孩子对话，走进孩子的内

心，消除代际差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孩子在信息设

备运用技能上会逐渐高于父母，两代

人可能会逐渐出现“代际鸿沟”。很多

父母无法及时获取网络流行词或是流

行元素等信息，那么就很难掌握孩子

的兴趣点，缺少交流的共鸣。其实，父

母不妨蹲下来和孩子好好聊聊他们的

网络世界，向孩子去“请教”时下的流

行元素，既了解了孩子的兴趣点，也可

以及时监督孩子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

情况，方便及时发现问题。

建立宽松的家庭氛围
家庭成员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

心，家庭要提倡民主，父母要允许孩子

有不同的意见表达。随着孩子逐渐长

大，父母更要与孩子进行平等交流，耐

心听取他内心的想法，对于正确的观

念加以赞扬，对错误的观念也不要直

接否定或批评，而要进行引导。如果

家庭无法成为孩子合理表达的出口，

那么孩子很可能会去网络上宣泄，陷

入激进或是负能量的网络黑洞中。

多多陪伴孩子
同时，父母需用心陪伴孩子，引导

孩子理性上网。孩子陷入网络成瘾的

两大诱因是网络游戏和网络聊天，而

网络成瘾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

因。

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没有谁可

以代替父母的存在。孩子在与父母

的互动中产生的情绪是积极的，哪怕

是哭闹、生气，都是在一种心理放松

的状态中表现出来的，是不设防的。

在这种状态下，孩子形成的情感是依

恋、信任、期待，这对于孩子今后与他

人交往、逐渐适应社会都更有好处。

父母要自己先跳出网络世界，给孩子

讲故事、陪孩子做游戏、带孩子到户

外进行锻炼等，用多种形式有效地陪

伴孩子。

故事是从一个清晨开始的。母亲整

理着儿子的床铺，摸到枕头时，突然觉得

里面好像塞了什么东西。她伸手进去搜

寻，居然掏出来一张孩子的英语练习试

卷，皱皱巴巴，已经揉搓得不像个样子

了，再仔细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分数：37

分。

母亲满腔怒火，但娃儿已经上学去了。

放学后，接到孩子。已经完全冷静

下来的母亲，还是把37分的试卷摆在了

孩子面前，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孩子有些慌乱，赶紧搪塞，说这是好

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母亲并没有深究

这个 37 分，也没有纠结塞进枕头这事，

而是进行了下面的对话：那你打算怎么

办呢？

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心里为

母亲默默地点了一个赞，点赞的原因就

是她面对37分并没有大喊大叫，情绪失

控，也没有为孩子藏匿试卷而大发雷霆，

更没有因为孩子的敷衍搪塞而发飙。

接下来，孩子的回答是：“我要做作

业，妈妈你赶紧去买些课辅书给我吧，不

然我真的赶不上同学们了。”

母亲并没有立即出门去买，而是和

孩子继续讨论：“买回来如果你做，我就

帮你批改，你不做我也不催你，反正这是

你自己要买的。”孩子点头。

母亲买回来三本课辅练习，一本是

基础练习，主要是单词听写之类；一本是

紧跟教材的配套练习，及时夯实课本所

学；一本是稍加拓展的综合练习。

由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母亲真的

是把学习的主动权、选择权都交给了孩

子，所以反而激发了孩子的主动性。由

母亲购买的教辅书的三个层次来看，母

亲对于孩子的学习状况还是比较了解

的，她很清楚孩子的“任督二脉”在哪里。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孩子每天主

动完成基础、课本、拓展三种练习，母亲

每天陪伴身边批改纠正：单词错了，就抄

写三遍;语法错了就大声朗读三遍；阅读

理解错了，就朗读文章三遍……就这样

一直坚持到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孩子的英语竟然考了97

分。孩子的进步如此之大，除了母亲用

尊重、包容给予了孩子主动选择、自主决

策的权利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母

亲用耐心陪伴，帮助支持孩子获得成

功。而这种成功带给孩子的成就感，一

定又会进一步激发出孩子的主动性和内

驱力。

新学期开始了，母亲再次询问孩子：

“咱们这学期的英语学习采用什么方式

呢？”孩子连声答道：“和上学期一样，妈

妈，不仅是英语，数学也要帮我买哦

……”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说，儿童如

果能顺利地完成学习课程，他们就会获

得勤奋感，这使他们在今后的独立生活

和承担工作任务中充满信心；反之，就会

产生自卑。这位母亲正是这样做的，她

以爱和耐心引导孩子获得勤奋感，使孩

子对自己的学习充满信心。

智慧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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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一位好友说过的一

件趣事：他儿子结束中考后想

利用暑假旅游放松一下，可友

人却认为，孩子马上上高中了，

不能懈怠，要利用假期多读书、

多做题。朋友给儿子买回来一

大摞书，儿子捧着这些书欲哭

无泪。

有一天，朋友开车带孩子

回县城老家，在一个路口迷了

路。过去熟悉的路已改道，他

不得不绕了一圈。看着父亲略

微不爽的表情，儿子反倒乐了。

儿子说，我给你讲一个故

事吧：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正赶路，忽然

一个小孩子拦住了去路。原来，这个小孩

子正在路上做游戏，用一堆烂砖瓦垒一座

“城池”。孔子想让小孩子让路，小孩子却

说，这世上只有车绕城而过的，还没有把城

拆了给车让路的。孔子听罢一怔，随即觉

得有道理，后来果真绕“城”而走。

儿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孩子虽

小，却被孔子称为老师。”随即，儿子又说：

“其实我想说的是，爸爸，你看到改道就皱

起眉头，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绕‘城’而过

呢？”

回到家，朋友开始反思这件事。表面

看儿子是提醒父亲不要因改道而影响情

绪，实际上说的却是亲子关系问题。朋友

感觉到，父母与孩子是一个双向尊重、互为

人师的关系。父母不能把自己当成教子权

威者，也要学习孩子身上的优点，顺势而

为。他们给孩子报了一个旅行团，让孩子

外出旅游放松身心，儿子回来后也更爱看

书了。

我又想到有关我儿子的一件事：有一

次和10岁儿子过马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

红绿灯路口，一个颤巍巍的老人迟迟不敢

过去。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但就是没

有人上前帮忙。我正在犹豫，只见儿子走

了过去，搀起老人的手把他送到了对面。

儿子做得很自然，根本没注意到背后有许

多双复杂的目光。大人的世界，和孩子的

心境，确实有很大距离。

当我们在教育孩子时，却忘了孩子也

是一本书，他们身上也有许多值得大人去

思考、学习的闪光点。父母要敞开心胸，放

下身段，和孩子相互为师，共同成长。

儿童的内在节奏感慢于成人，国内

外的育儿专家建议，需要给儿童留出过

渡时间，让他们对即将要做的事有所准

备。数“1，2，3”正是这样一种留出过渡

时间的办法，让孩子慢慢把注意力从当

前的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上。

然而有时候，数了“1，2，3”也没有

效果。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家长原本计

划数“1，2，3”，数到后来就变成了“1，2，

2.5，2.6……2.91……3”。

那么，如何帮助孩子顺利过渡？

拉长过渡时间。明确告知接下来

的日程表是什么，并且阐明原因。当他

们对未来要做的事有所了解，甚至感兴

趣以后，就会顺利地转移注意力。

以固定形式告别或开始。例如唱再见歌，挥

手和正在玩的玩具说再见，这样能形成良性的条

件反射。

特别提醒，威胁孩子也许短期内有效，但是长

此以往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因此，父母也不可

要求孩子做任何事都要快，而是按照孩子自己的

节奏去观察、认识世界，并和孩子积极互动。

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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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家庭教育方式怎么变
□ 杨庆华

如此示范，太好！

微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