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寒冰

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一种观念：教育孩子
的过程就是爱孩子的过程。那么，这种爱更侧
重于哪一方面呢？是更爱孩子本身？还是更
爱孩子的成绩？

有人选择了后者。来自南阳邓州的进城
务工人员魏双恒带8 岁的儿子航航（化名）在
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难题。在入学
测试环节，老师问了航航3个问题：“5加7等于
几”、“在哪儿上的幼儿园”、“爸爸的名字叫什
么”。航航回答得支支吾吾，老师建议魏双恒
带航航去测智商。“我孩子智力没问题，就是没
见过大场面，胆子小，看到陌生人放不开。”魏
双恒这样解释。

面对羞怯的孩子，老师非但没有和孩子进
行亲切交流，鼓励他大胆回答问题，还武断地

要求家长带孩子去测智商。他是更爱孩子
呢？还是更爱孩子的智商？智商低的孩子成绩
自然不会太好，某种程度上，那个老师更喜欢高
智商的孩子，高智商可能意味着好成绩。

爱孩子就要爱孩子本身，要教给他们安全
知识，让他们珍爱生命。否则，生命教育的缺
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12日晚，四川一个11岁的女孩儿，因为被
一道数学题难住，竟偷偷喝下了百草枯，1个小
时后被家人发现，连夜送到医院，经过抢救，病
情暂时稳定，但要确定是否脱离危险，还需要
观察一周。

在湖南株洲，9岁男孩小亮和5个小伙伴
一起下河游泳，在小亮溺水时，他的伙伴们不
仅没有及时呼救，而且还在其死亡后订下了

“攻守同盟”，一致声称：“从未见过小亮。”
直到警察调出监控录像，对其中一名男孩

进行了8次询问，他才道出实情。
生命都没了，谈成绩何用？在生命面

前，成绩是那么微不足道。14 日上午，教育
部正式公布幼儿园、小学、中学三大教师专
业试行标准，均明确提到教师要保护学生生
命安全。

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不仅是老师的责任，
更是家长、社会的责任。有安全、有健康，才能
有好成绩，万万不可只重视成绩，而忽视安全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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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振富（（东方二中校长东方二中校长））

中国有一句俗话：“慢工
出细活。”育人同样如此。“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当前
教育的功利性使得揠苗助长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也使得
家长、社会对学校、对教师的
期望值越来越高。

教育需要回归本源，遵
循其应有的规律，少些人为
加速，让学生自然成长，不要
再神化教师的作用，教师是
人，不是神，承受不了那种对
神一样的期盼。

韩经权（（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育局副局长））

理想的课堂，是心智课
堂：触动心灵，生成智慧。前
者要求课堂有情景、有情趣、
有情感，后者要求合规律、可
操作、高效率。

陈钢（（市六中校长市六中校长））

叶圣陶说：“教育是一种
做的哲学，是一种细节的文
化。”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我们教育者要持之以
恒，坚持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
去做、去思考，日积月累，学校
总会有走向成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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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市二十三中

15日上午，教育大讲堂

第七讲开讲，家庭教育高级

指导师、市家长学校总校讲

师金巧玲就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幼儿教育的紧迫性与

家长进行了沟通。

付耙牯（（市八中校长市八中校长））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在
菁菁校园中与一个个灵动的
生命相遇，并与他们进行心
灵对话，这是多大的责任与荣
耀！因此，教师眼里应该写满

“人”字，只有教师真正意识到
站在你面前的生命个体各有
各的不同，各有各的精彩，教
育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教师
的激情需要校长去点燃。

师利峰（（市十九中校长市十九中校长））

一个好教师，最重要的
是师德，是态度，是奉献，是
愿意把爱无私地献给孩子。
判断一个教师是否优秀，首
先要看他是否把学生的事情
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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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寒冰

第七讲
之

早期教育应是习惯、规则的教育，是生活
技能教育，是陪伴教育，否则，不科学的教育
方法会带来不正常的结果。

有一个上小学4年级的男孩儿参加夏令
营，吃早餐时对着鸡蛋无所适从，老师问他
为何不吃，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剥鸡蛋。”

有一个男孩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洛一
高，他的妈妈每周三都要去学校帮他洗脸，否

则，他的脸和脖子都是脏兮兮的。从小到大，
都是妈妈帮他洗脸，他自己不会洗。

还有一名大学生，开学一周了，给妈妈打
电话，说他一个星期没有刷牙了，妈妈问他为
什么？他说：“你走的时候忘了给我买牙膏。”妈
妈忙得忘了买牙膏，你自己不会去买一管吗？

这样的孩子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会，
即便成绩再优秀，也算不上成功。

很多家长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也深知早期教育的好处，希望尽自己最大努
力为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然而，他们
一不留神走了极端，对孩子进行了过度教育，
结果适得其反。

有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妈妈，非常重
视孩子的早期教育，在孩子 2 岁半时就
让她学习钢琴。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学
项目逐渐增加，繁重的学习任务让孩子
产生了逆反心理，她开始用各种办法对

付妈妈。她将第一遍弹奏的曲子录下
来，然后便不再弹琴，而是重复放录音，
门外的妈妈一开始觉得她练得不错，后
来发现她是在放录音，于是大发雷霆，母
女俩矛盾升级，愤怒的她端起凳子砸向
了钢琴……

一个乖乖女，变成了厌学的孩子，什么都
不想学，什么都不愿学，这位母亲后来反思，
正是因为自己过度教育，揠苗助长，造成了对
孩子教育的失败。

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先生说：“孩子的眼睛
是录像机，孩子的耳朵是录音机，孩子的头脑
是计算机。”

心理学研究证明：幼儿时期是生理发育的
关键期，是智力发展、习惯养成的最佳期。

从人类大脑发育进程来看，2岁时达到成
人的60%，3岁时达到70%，4岁时达到80%，
6岁以前就能达到90%。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这种说法
不是没有道理的。

教育孩子要趁早，错过了最佳发展期，后

期就很难弥补，如我们熟知的印度“狼孩”的故
事，“狼孩”因为错过了幼儿时期的教育，即便后
来回归人类社会，8岁时也只能达到3岁幼儿的
智力水平，而且不会说话，只会狼嚎，直到17岁
还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而鲁滨孙，虽然与世隔绝28年，但返回
人类社会后却能很快适应。究其原因，正是
由于他在早期接受过人类教育。

父母是孩子最先交往的对象，家庭是孩
子最初的生活环境，为人父母者一定要重视
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孩子一起成长。父母是孩子最依恋的人，孩

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先接触到
的人是父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巨大而且深远。

有人对深圳市6所中学的学
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
让中学生对影响自己成长的人进
行量化，结果是：母亲占33.2%，父
亲占28.8%，祖辈占8.1%，其他占
29.9%。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占到
了70.1%。

看到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理
解以下现象。

很多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
人，在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时，往
往会追溯到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家
庭教育。

而那些危害社会的人，在反
省他们的犯罪原因时，也常常将
其归咎于家庭教育的失败，如

“我爸是李刚事件”、“富二代胡
斌开豪车撞死斑马线上路人案
件”、“合肥富二代油浇17岁女孩
毁容事件”……一桩桩惨案提醒
我们：家庭教育不能缺失，孩子
教育失败无法弥补，一个孩子的

“报废”对一个家庭来说是100%
的损失。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占70.1%

幼儿时期是习惯养成最佳期

重视教育但不能过度教育

生活技能教育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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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金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