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父母父母经经

2013年9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李静贞 校对／刘敏 组版／晓荷教育周刊·新家教D0808

开栏语：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对于家庭来说，教育孩子是家里最大的事
情。怎样才能成为和孩子沟通无限的知心朋友？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怎么办？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是啥原因？孩子性格不够开朗该咋办……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本刊推出《家教会客厅》栏目，如果您有困
惑，可以在“教育周刊互动群”内留言（QQ群号：114865332），也可以通过腾讯微博@媒体人杨寒冰。我们
将整理有关问题，请教育专家、知名校长和一线老师为您答疑解惑。

孩子换了班主任怎么办
□记者 杨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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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语：“子不教，父之
过。”作为父亲，我时刻关注儿子的成
长，对儿子严格要求，只要他表现有不
尽如人意之处，我就会立刻纠正、教
育。但事与愿违，儿子对我的话常常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前几天参加同学聚会，一位老
同学恰好是儿童教育专家，我就把
有关情况作了陈述。他说：“其实，
大多数孩子对于错误都能够自己察
觉到，父母的批评可能起到当头棒
喝的作用。但批评过多，也许会让
孩子对错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如
果你的孩子再次犯错，你先不要急
着纠错，先沉默几分钟，看他自己能
否意识到错误。”

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我回了家，
刚进楼道就接到邻居告状，说我儿子
踢球时把人家的玻璃砸碎了。我再三
向邻居赔不是，带着儿子进了家门。
我很生气，但想起老同学的话，就努力
压着火气。

我低声说：“你出去吧。”儿子惊讶
地望着我，犹豫着往门口走去，走到门
边时还回头小心翼翼地看看我。整个
过程，我虽然没有说话，但目光一直在
儿子身上，我的神情也很严峻。

过了一会儿，儿子怯生生地站在
我面前，小声说：“爸爸，我错了，对不
起。”儿子居然肯主动认错，有点出乎
我的意料。我一阵欣慰，但还是沉着
脸问道：“那你知道错在哪儿吗？”儿子

期期艾艾地说出自己的错误，居然都
说到点子上了，态度也很诚恳。这小
子，这些道理明明都懂，哪里用得着我
苦口婆心教育他。

我说：“做了错事能及时改正，仍然
是好孩子。但如果总是做错事，再去改
正错误，那也不好。犯错多了，就没有
人喜欢和你做朋友了。”儿子点点头。
看来，老同学说得对，让孩子自己承认
错误效果更好，家长要做的，是让孩子
明白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

此后的几天，儿子表现得特别
好。我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表扬了
他的进步，儿子很高兴，可是，没过多
久，儿子又开始犯错了，但我再也不犯
以前在教育孩子方面的错误了。

在孩子面前适度沉默
□赵青新

儿子放学回来，把书包往
沙发上一扔，气呼呼地说：“我
倒霉死了！倒霉死了……”

一问才知道，儿子班里调
换座位，他换了个同桌。我
说：“换了新同桌，你应该高兴
呀？”儿子噘着嘴说：“我才不
高兴呢，他家是卖鱼的，他又
不讲卫生，天天不洗澡，身上
老有一股鱼腥味，熏得人头
疼。谁都不想和他同桌，老师
偏偏让我和他同桌，你说我倒
霉不倒霉？”

我拉过儿子的手问：“你知
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句
话的意思吗？”儿子说：“知道，
就是金子没有完全纯的，人也
没有十全十美的。”“对呀，这个
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
人。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不
同的优点，要懂得用欣赏的眼
光去看别人，发现别人的优
点。欣赏别人应该是真心的、
不带嘲讽的，不能只盯着人家
身上的短处。”儿子点头。

我继续说：“我见过你的新
同桌，他是个有礼貌的孩子。
那次，我去学校找你们老师，
他看见我就叫阿姨，还主动把
我领到老师的办公室。我觉
得他挺懂事的，你可以试着和
他交朋友。”

第二天，儿子放学回家，高
兴地说：“妈，我发现新同桌挺
爱帮助人的。我的练习本没
带，他主动借给我一本。”第三
天，儿子说：“妈，今天该我值
日，我去晚了，地是新同桌帮
我扫的。”新同桌的名字在儿
子口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儿子也在不断地发现他新同
桌的优点。我相信，总有一天
儿子会和他的新同桌成为好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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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我的孩子上小学4年级，开
学后，我发现孩子的班主任换了。以
前的班主任40多岁，带班非常有经验，
对孩子们也很好，家长们都很喜欢
她。现在的班主任比较年轻，对学生
一点儿都不熟悉，孩子们也不熟悉她，
我担心孩子会因为不适应而耽误学
习，这都开学快一个月了，家长该怎么
办呢？

宋广伟（市双语实验学校校长）：
家长对换班主任这件事有些过虑
了。事实上，大多数孩子的适应能力
是很强的，会很快适应新老师。

孩子对老师的不适应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老师的性格、说话方式、
做事方式不适应。新老师和原来的
老师不一样，一些孩子会很喜欢，一
些孩子可能不太喜欢，表现出不适
应。遇到孩子不适应新老师的情况，

家长应该多

引导孩子去发现新老师的优点，让孩
子学会换位思考，站在老师的角度思
考问题，这样能让孩子尽快认可新老
师，理解新老师的处事方式，拉近与
新老师在心理上的距离，从而很快适
应新老师。

二是对新老师的教学方法不适
应。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方
法，无所谓孰优孰劣，如原来的老师
注重朗读，每天都要求孩子回家之
后读3遍课文，新老师可能要求孩子
在课堂上朗读，而家庭作业完全没
有朗读的要求。遇到新老师与原来
的老师教学方法不同时，家长应该
引导孩子上课注意听讲，按
照新老师的要求去做，经
过一周左右，孩子就
会适应新老师的
教学方法。

“ 我
担 心

孩子会因为不适应而耽误学习。”
学习是否被耽误，家长很容易了
解，拿出孩子的课本，对孩子已经
学过的内容进行提问，如果孩子
基本上都能回答出来，这说明没
有问题，没有耽误，大可不必担
心；如果掌握得很不好，需要及时
和老师沟通，了解情况，从而采取
相应的措施。

“以前的班主任40多岁，带班非
常有经验。”中年老师有中年老师的
长处，年轻老师有年轻老师的优
势。老师教得好与坏，和年龄没有
必然的关系，如果责任心很强，基本
素质不错，年轻老师完全可以教得

很好，很受孩子们欢迎。换了老
师之后，如果确实发现老师

责任心不强，基本素质不
能满足教学需要，则

需要和学校联系，
以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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