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当沟通 换位思考

因材施教 尊重孩子

怎样让孩子的暑期计划更具可执
行性？

根据孩子的优势和不足来制订暑假
计划。在制订计划之前，要对孩子有个
评估，看看哪些优势值得发扬，哪些成长
目标希望在暑假达到。

跟老师交流，咨询老师的建议。对
孩子学习方面的优缺点，我们可以通过
与老师沟通进行深入了解。在制订计划
之前，对于老师提的合理建议，可以考虑

到孩子的暑假计划中去。
召开家庭会议，探讨暑假计划。在

生活中，最了解孩子的是父母，所以在
制订暑假计划时，可以一起讨论修正，
父母的参与会让孩子得到更中肯准确
的意见。

孩子自列心愿单。家庭会议和对孩
子的评估结束后，家长应先让孩子自己
列一个心愿单，把他想在暑假做的事一
一写出来。

计划制订易 执行难

不少家长发现：制订计划容易，执行
起来却是难上加难。这是为什么？

● 缺少目标与结果的预设

“目标—计划—结果”是一条完整的
行动链，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没有结果
预设就无法评价目标的达成。所以，家
长一定要和孩子明确一个暑期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也不要太大，要符合孩子
的实际。例如：多浏览课外内容，不断增
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 内容过多过细，没有变通的余地

假期有限，当我们把所有内容安排
进去，就发现计划制订得太大、太满、没
有核心焦点，所以执行起来就不易见成
效，没有成就感。假期里的临时状况很

多，若没有变通的时间和空间，反而容易
引起焦虑。

所以，制订计划的时候，没必要把时
间安排得非常精确，要给孩子留有变通
的余地。

● 忽略了任务的难度系数

在制订计划的时候，我们往往只预
期了快乐，却忽视了这个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

比方说，在一天的计划列表中，我们
会将大模块时间设定为学科学习，语数
英等科目联排。对比学校的课表，我们
不难发现这样的计划对注意力和思维力
的要求更高。假期中更需要劳逸结合、
难易搭配的计划，否则身心状态就会疲
惫，无法完成既定任务。

2024年 7月 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琛 美编：刘佳 校对：肖媛0208 教 育

本报讯 暑假将至，假期不仅是孩子放松娱乐的好时期，也是孩子查漏补缺、提前
预习的黄金时期。作为家长，不能阻止孩子“玩”，但也不能放任孩子“玩”，重要的是让
孩子科学安排时间，制订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暑假计划。

教书育人先锋吴非：培养有思想、有担当、有情义的文明人
将课程育人与活动育人相结合

作为学校大语文课程的第一批开发实施者，丰台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吴非秉
持“博取广收，万化于心”的大语文观，历时数年开发出了《经典诗词晨诵》和《论
语》校本阅读课程，并为市教委批准设立的人文实验班开设了独立开发的《三国
演义》研读系列课程16讲，为此类课程的后续开展积累了初始经验。

吴非注重将课程育人与活动育人相结合。作为学校人文综合课的首倡者和
第一批任课老师，他开设了独立开发的人文综合课12讲——该课程是打造学校
人文实验班特色课程的一次开创性实践，课程融会文学、历史、地理等多学科知
识，深受学生喜爱。作为人文实践活动类课程的主要环节，吴非还多次带领学生
赴泰安、曲阜、洛阳、敦煌等地开展人文游学活动并指导学生完成研究报告。

不仅如此，他还曾参加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测试阅卷工作，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国培计划研修班、广东韶关学院省级中小学发展中心、天津市
西青区联合教师培训活动、首师大教师教育学院教学研讨活动做观摩课，在北京
市区域联合教研古诗文教学研讨会上担任评课专家并进行主题发言。

沟通是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距离的
桥梁，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沟通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引导
孩子对与错的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启发孩子思考，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当
然，计划的完成情况，也需要恰当地沟通。

错误示范：

“快点写，别磨蹭！”
这恐怕是家长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

话。只要孩子开始做作业了，家长们就警
觉起来，但凡发现孩子有一点分神，就会
马上督促：“快点写，别磨蹭。”

正确示范：

其实，你可以告诉孩子：“你自己的
事，你要自己拿捏好分寸。如果你今天完
成不了今天的作业，那明天你的学习计划
会增加哦。”通过这样的引导，也能让孩子
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去承担自己的行为所
造成的后果。

错误示范：

“作业写完了吗？”
一句“作业写完了吗”，相当于给孩子

泼了盆凉水。“一天到晚只关心作业，到底

作业是
你们的
孩子，还
是我是？”
于 是 ，就
会在孩子
心里形成“爸爸
妈妈更爱我成
绩”的假象。感
觉自己失去了父
母之爱的孩子，
就会变得叛逆、顶嘴、厌学等。

正确示范：

如果想询问孩子作业完成的进度，可
以换一种问法，例如：“你今天都做了些什
么？”“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错误示范：

“就知道看电视（玩手机），赶紧去
写作业！”

家长在说这句话时，孩子心里通常
会有些反感：“不就是看会儿电视嘛，至
于吗？”而且很多孩子认为，自己写作业
的时候家长看不见，反而一休息就被家
长唠叨。

正确示范：

其实，家长真没必要因为孩子看电
视、玩手机就大发脾气，完全可以平静又
严肃地告诉孩子：“你再不写作业的话有
可能就写不完了，再玩10分钟就去写作业
好不好？”

一般这种情况下，孩子觉得10分钟已
经很满足了。而时间一到，他们就会自己
主动离开电视机（手机），认真去写作业。

人物名片

吴非，党员，高级教师，丰台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在
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评部级优
课；曾获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决赛优秀导师，北京市优
秀教师，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特等
奖，北京市“京教杯”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展示一等奖，
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北京市基础教育优秀
教学设计一等奖，北京市教育学会语文教学基本功大赛
特等奖，北京市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教师典型案例一
等奖等荣誉。

（丰台教育）

“冲突—对话—感悟”的教学模式

吴非致力于深入钻研语文学科本体的教学，更
新理念，创新教法。

他创设了“冲突—对话—感悟”的语文课堂教学
模式，打破了教师一言堂的格局，注重听说结合、讲
练结合、课内精研与课外拓展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
实际语用能力；着力打通作文和文言文两大教学难
点，从课内文言文中发掘写作素材，引导学生勾联延
展，触类旁通。

此外，他主编的《中小学学科阅读·唐诗选读》还
被纳入市教育学会中小学学科阅读项目，全市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人手一本，惠及万千学子。同时，吴非
还积极为学生搭建平台，组织辅导多名学生在全国
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等各类国家级赛事中获奖。

用正气积极而持久地涵养每位学生

入职以来，吴非一直担任班主任。
根据实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裹班”理念——在班

中营造一个正能量的场域，让所有的学生都被“裹挟着”
卷入这个场域中，用班级正气积极而持久地涵养每位学
生。此外，在育人实践中，吴非探索出了高中学生三年发
展战略图——每学期设定一个成长主题词，涵盖意志品
质、行为表现、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吴非认为，有效的教
育不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应该有主题、有设计、成体系。
每次班会和家长会，他都会结合特定的教育背景确定明
确的主题，且每次的主题都会在前一次的基础上有所提
升，逐渐形成以学生成长发展为主线的有梯度、有进阶的
系列化主题家长会。

不仅如此，吴非还秉持“文化立班”的理念，经常组织
开展丰富而有深度的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他所带班级也
先后荣获区主题班会特等奖、一等奖，区级品优班，区级

“校园好集体”等荣誉称号。

“培养有思想、有担当、有情义的文明人。”是吴非的
教育格言。从教十多年来，他不断学习科学的教育理
念，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在学科教学、班主任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成长的步履稳健而踏
实。他说，在未来的教育生涯中，会继续坚定前行，朝着

“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的方向继续努力，以更加奋
进的姿态投身于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丰台教育）吴非与学生们吴非与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