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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直通车

“双减”下与孩子的有效沟通

“活动”在词典上的解释是为达到某种目的

而采取的行动。但当把“活动”的范围缩小到“学

校组织的活动”时，这个词就与学校、家长及孩子

变得息息相关。如果学校、家长能有效利用“活

动”并理解“活动”的意义，将能帮助、引领孩子健

康快乐地成长。

不同家长对“活动”的不同见解

以“孩子即将开始暑假，上学的最后一天拿

回来了《暑期实践活动安排》为情景”，下文中3位

“虚拟家长”—“李抱怨”“吴所谓”和“郝兴

奋”的观念与行为各代表了一部分家长。通过他们

来了解不同家长对“活动”的不同见解与想法。

“虚拟家长”李抱怨：都放假了，还有这么多

事？平常上学就得管学习，提醒这、提醒那的。趁

假期还不能给我自己放个假？这活动有什么用啊，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虚拟家长”吴所谓：有活动安排啊，那就让

孩子自己想着按要求做。这是发孩子的，让他自己

完成去吧，能什么样就什么样。

“虚拟家长”郝兴奋：假期里我跟孩子一起参

与活动，陪着他一起干点什么。

3位“虚拟家长”产生不同典型性反应的根源

是对“活动意义”的不同理解，可见理解“活动意

义”对活动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

发现“活动”的意义

“活动”就像乘坐的“列车”，两者都是一种

具有目标和方向性的载体。列车是把人们送到目的

地的交通工具；而活动是帮助孩子从起始点逐渐

靠近目标、不断成长的载体。

活动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能助力个

人或集体的成长与发展。解决问题是眼前的短时

目标，而个人或集体的成长与发展是更长远的目

标。所以，在面对学校组织的活动时，需要用较高

较远的站位，看到活动的真正意义，看到个人或集

体在活动中的成长点。

有效利用“活动” 引领孩子成长

在活动中“放手试”。“放手试”是指在活动

中给予孩子背后的支持，让孩子相对独立地去参与

活动。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实践“放手试”呢？

首先，具有安全性的环境。“放手试”与前面

两种方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给了孩子更多自主

的空间，而且鼓励他们能够自己独立地完成活动

内容。所以在“放手试”的过程中，“具有安全性的

环境”是最基本的。在安全性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就不能使用“放手试”。其实“放手试”并非真正

的完全放手，而是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的，为学生

提供安全的活动“参与场”。

其次，具有可创造的空间。孩子的思维是非常活

跃的，他们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特别是在动手制作的

过程中，他们的“异想天开”可能会让成人为之一振。

再次，具有全接纳的态度。前文提到了态度、

情绪对引导孩子参与活动的重要性，“全接纳”的

态度就是在引导孩子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对任何可

能出现的现象和结果在心里是设有承受预期的。

总之，既然放手了，那么就真正地给孩子空间。

通过手工制作来举例，它是劳动教育中的一

部分。在参与废物利用的活动时，孩子就会对选

择的废旧物品进行各种剪裁、组合，他们虽然有

兴趣、有想法，但不一定就一次成功。这就是“接

纳孩子的失败”。既然放手，就要给孩子试错的空

间。

再比如，当看到孩子为了参与一个活动而弄得

一片狼藉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开始数落孩

子，然后自己开始收拾残局。其实对于家长自己收

拾“残局”的问题，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

“接纳孩子的慢动作”，他可能不是不收拾，只是

还没开始、还没意识到，需要家长的提醒。而家长

接纳的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孩子养成良

好的习惯。

以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一次“制作美食”的活

动为例。家长记录下了孩子确定食材、购买食材、

制作美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能够看出家长对孩

子参与活动的全接纳，给了孩子很多的自主空间去

进行选择。能够想到孩子在这样的经历之后，绝不

仅只是会做了一道美食，而是在生活常识、劳动技

能等方面都能有所收获。或许他在进行下一次美

食制作时，就能开始考虑更多因素，而这些都会为

他的未来成长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活经验。

在安全的环境中，在家人们的全接纳下，孩子们

勇于尝试、大胆创造，一定会在活动中收获成长。

家长在用心地参与活动或是引导孩子参与活

动，让活动真正发挥作用，借助“活动”的力量，让

孩子不断成长。

家庭教育是所有家长关注的热点话题。家庭教育中

有因为孩子的学习，争吵不断；有因为家长的严格管理，矛

盾不断；有因为长期缺少沟通，问题不断……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影响，首先让我们

先来了解一下孩子成长的阶段特点。

孩子的成长过程有两个最敏感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4—6岁。在这两三年里，孩子从家庭里感受到了生存中最

基本的要素，并对性别及环境有了最初的认知。第二个阶

段就是青春期。它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

孩子在第一个阶段没有得到足够的父母关爱，那么步入青

春期时，就很有可能出现早恋、厌学、逆反的情况……也

有可能因孩子在童年阶段与父母的不良关系，在青春期发

生迷恋网络、打架、逃学等情况。

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生命主体的觉醒和自我意识

的提升，对什么都不再轻易盲从或依附，喜欢仰望星空，憧

憬未来，向往自主独立的自由空间。他们虽然看上去已经

出落得婷婷玉立或高大威猛，但却远未达到成熟的标准。

所以面对此时孩子的反常表现，我们要理解这是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同时，我们也要感知孩子现在成长的社会背景是非

常复杂的，相较于父母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着一定的差

距，这也是造成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

首先，当今的孩子有较高的心理需求。80后作为独生

子女的一代，如果他们现在养育的也是独生子女，那么孩

子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6个人或者更多的家人围着他，

家人会把最好的给予他。这样的孩子在心理上很难满足

于普通的物质需求，心理需求越来越高。另外，现在越来

越多的多孩儿家庭，父母肩负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

很难投入过多的精力在某一个孩子身上。当孩子犯错误

时，可能会听到家长跟孩子说：“我辛辛苦苦工作，是为了

谁？”此时大多孩子的心里也许会想：又不是我让你这么

辛苦的。这样就把家长和孩子的心越拉越远。

其次，当今的孩子有较高的表达需求。现在的孩子获

取知识的渠道非常丰富，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

已有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不能轻视的。所以无论是家长还

是老师，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孩子信服我们，在

他们面前，我们自然就失去了以往的权威。当孩子感到家

长所说的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他们会与家长直接对话，

这样可能会让家长感觉到孩子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第三，当今的孩子有较高的个性期待。现在成年人小

时候受到的教育更多的是做人做事要默默无闻，但现在

的孩子则是追求“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事情必须要展

现个性。所以，如果你要压抑他，他就抗争。抗争的途径

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会选择直接反抗，家长会把这

种行为看作逆反。往往表现出你说东他一定要说西，你说

要好好读书，他就偏偏喜欢玩游戏。如果老师、家长“强

大无比”，是“不可战胜的”，孩子的反抗往往会转移到内

部，结果各类心理问题都出来了，导致现在15岁以后的孩

子，心理问题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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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减”政策实施初期，大部分家长都处于焦虑状态。由于孩

子回家不再写作业，就不能及时了解其学习状况；孩子以在学校完

成作业为由，就开始沉迷于电视或是网络视频、手机游戏。可以看

出，从家长的茫然焦虑与孩子的“放飞自我”中会渐渐衍生出各种亲

子矛盾。家长总是希望孩子要多学点，孩子则认为作业在学校都写

完了，回家没有学习的必要了。种种问题摆在亲子教育、家校教育面

前，作为老师要急需关注并要策略干预，最终助力实现“双减”提质

减负的社会意义。

在“双减”面前，对于家长来讲，要树立正确的育人观，不能完

全按照过去的思维在选拔上、应试上过度投入，所以作为家长也要

解放思想，关注孩子的全方面发展。如何引导孩子全面发展，有以下

几点建议：

第一，赋能家校共育。与老师勤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

活，发现问题及时与老师一起帮助孩子，密切家校联系，只有家校携

手，才能促使孩子全面发展。

第二，注重习惯养成。要在习惯上加大力度培养孩子，例如阅读

的习惯、锻炼的习惯、劳动的习惯，在习惯养成的同时，更需要家长

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第三，营造温馨氛围。无论什么时期，在孩子的成长中，家庭氛

围很重要，一个在充满温馨与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定充满了积

极向上的品质，这个品质将成为孩子一生中自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规划自主清单。以“你的时间你做主”的观念，引导孩子

制定每日作息时间表，尤其是放学后的时间安排，但是具体内容一定

要与孩子一起协商。例如学习的习惯，每天复习10个单词、5道计算、

1首古诗的背诵等；锻炼的习惯，引导孩子每天坚持锻炼30分钟；劳

动的习惯，将家庭中每日的劳动内容进行分工，列出《家务劳动清

单》，完成后可以奖励家庭劳动币。上述内容协商的过程就是让孩

子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平等”性，这远比“命令”性更具积

极和主动。

“双减”促使家长回归到家庭生活中来，而非像以往那样，不

是带着孩子去上课外班，就是奔波在课外班的路上。每到周末，应

该是每个家庭享受亲情的美好时光。“周末策划我做主”，周末时

间，完全可以让孩子担任策划师的角色，听听他们最想做的事情。

有的孩子会期待父母带着他去科技馆，有的希望与同学来一场足球

赛，还有的希望跟爸爸妈妈学做美味菜肴。或许有更多的家庭会看

望老人，这恰好引导孩子践行了“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

“双减”背景下，更需要懂得与孩子去沟通。沟通中如发现问

题，则需要家长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相信只要安安静静地去感

受、去倾听、去观察、去理解、去接纳孩子的时候，就容易掌握好亲

子关系的融洽度，也就避免产生亲子问题。

与孩子的有效沟通体现在方方面面，涉及学校生活、家庭生

活、社会活动。相信家长会时刻给孩子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做巧于沟

通的智者，做善于沟通的行者，为孩子的全面发展助力。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南站学校教师陈涛带领学生外出活动。

丰台第五小学教师邓艳芳在课堂上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