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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已得到
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但是
在具体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往往有
困惑：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怎
么把握家庭教育的“度”以达到好的教
育效果？这些都是值得每一位家长在
家庭教育中思考的命题。

“直升机”和“甩手掌柜”
都不利于孩子成长

现在的家庭教育存在两种截然相
反的情况：一类是“直升机家长”，恨不
得全天候对孩子紧盯不放，事无巨细
安排得异常周密，试图完全控制孩子
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另一种情况则是
完全不管，放任自流，家长基本不关心
孩子的成长和表现，有的家长甚至把
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扔给学校，认为
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把孩子交给
学校就万事大吉了。这两类家庭教育
方式都不利于孩子成长，都是家长没
有定位好自身角色，以致不能正确把
握亲子关系的界限。

“直升机家长”是无形中把孩子当
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或附属品，没有
将孩子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觉
得既然孩子是自己生的，就有权利决
定和控制孩子的一切。

“甩手掌柜”式的家庭教育方式
是另一个极端，家长没有尽到自己应
尽的责任。孩子上学以后，学校只承
担了一部分教育责任，并不代表家长
就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了；家长仍需要
关注孩子在学习、生活、情绪等各方

面的状态，做孩子成长的陪伴者和坚
强后盾。

表率、习惯和情绪
是家长不能撒手的责任

身教重于言传，家长要做好孩子
的表率和榜样。身为家长，第一个不
能撒手的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时时注
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带来的影
响。父母关系、家庭氛围、父母的心理
健康状况及为人处世的态度等，都对
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的
示范作用是别的教育无法替代的，也

是别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仅对孩子说
教往往没有效果，行胜于言，家长用自
己的行为给孩子做出榜样才是最好的
家教。

孩子的样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
子，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映射的是家
长的问题。所以家长在对孩子提要求
之前，可以先反省一下自己：我对孩子
提的要求自己做到了吗？我平时的言
行有没有给孩子做出好的榜样？

家长不管工作多么忙碌、精力多
么有限，在孩子回家以后也最好能关
注一下他的情绪，尽量为孩子创造一
个相对和谐宽松的家庭氛围。孩子在

学校处于紧张竞争的气氛中，回到家
以后要让他舒缓一下压力，适度调节
学习生活节奏。当感觉到孩子有情绪
方面的困扰时，及时了解原因进行疏
导，帮助孩子走出心灵困境。

家长适当放手
孩子才有成长空间

不少家长也明白对孩子的爱要有
界限，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容易过度
关注孩子，“关心则乱”，最后变成控
制，使孩子丧失成长的空间和自主
性。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
克服自己的控制欲，学会有智慧地适
当放手。

不要包办代替孩子的学业任务。
大部分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业，
总想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的学业进步提
供帮助，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提供帮助
一定要界限、方法得当。不要替孩子
决定他的兴趣爱好。在孩子的兴趣或
特长培养上，很多家长往往从自我出
发，按照自己的喜好或功利化目的设
计、决定孩子的兴趣方向，没有考虑孩
子的天赋特性和真正兴趣，导致孩子
痛苦不堪。不要过多干预孩子的学校
生活。家长应尊重学校教育的专业性
和规律性，对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可
以建言但不要过多干预。

教育孩子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过
程，做智慧家长不是一件易事，既要承
担为人父母的责任，又要把握好亲子关
系界限。总而言之，不能撒手的地方绝
不撒手，应该放手的地方舍得放手。

学习语文的第一步就是预习。预
习的好处很多。养成预习的习惯后，
你不但能更好地学习新课，而且还能
提高自学语文的能力。

第一步，粗读——扫除障碍。
预习一篇课文，先要粗读一遍。

遇到疑难的字、词，要查一查字典、词
典，扫除障碍。只有做好这些准备工
作，才能通顺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
大意，并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例如：《岳阳楼记》中，“浩浩汤
汤”中的“汤”容易读错，当“水流大而
急”讲。“薄暮冥冥”中的“冥”当“昏
暗”讲，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第二步，细读——找出问题。
细读就是认真细致地读。试着

分段，概括段意、中心思想。逐句、逐
段地读，提出疑难问题。

例如，预习《孔乙己》这篇小说，
文章为什么说“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
穿长衫的唯一人呢？”并在句子下面
画一道线，打上一个“？”号，等上课
时，带着这个疑问用心听老师讲解，
那时，会很快明白的。

当然，预习时，千万别忘了研读
每课前的“预习提示”和“阅读提
示”。“预习提示”主要是针对课文的
重点和难点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引
起学生的思考，不要求回答，同时提
出一些字词，要求学生利用工具书去
理解和掌握。

预习可以使同学们尝到学习的
快乐，上课时，老师提问，同学们也能
对答如流了。

从教育部网站获悉，教育部近日
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6670
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将心肺复苏和
急救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将急救
知识纳入基础教育相关课程。

答复指出，在学校开展急救知识
教育，对提高学生应对突发安全事件
的紧急救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将心
肺复苏和急救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
育，2019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
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把
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体

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评优评
先、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标，将高
中体育科目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或
高考综合评价体系，鼓励高校探索在特
殊类型招生中增设体育科目测试。

另外，2017年，教育部印发《普通
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心肺
复苏、创伤救护等院前急救技能作为
大学生健康教育重要内容，明确规定
要树立安全避险意识，掌握常见突发
事件和伤害的应急处置方法，提高自
救与互救能力。

答复指出，将急救知识纳入基础教
育相关课程。教育部将结合中小学生

年龄特点，在中小学道德与法治、体育
与健康、生物学、地理、化学等学科融入
了急救知识相关内容。例如：小学科学
课程要求学生学习触电、溺水、异物堵
塞气管、蛇虫咬伤等急救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方法。初中生物学课程要求学生
模拟练习人工呼吸或止血包扎等，高中
生物学课程专门开设了“急救措施”模
块，其内容包括紧急情况下公民必备的
最基本的医疗急救措施知识与技能，如
常用急救药物的使用、“120”紧急呼叫、
心肺复苏、外伤止血、游泳意外的自救、
动物咬伤后的处理、煤气中毒后的自救
与互救等方面的内容。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针对
有学校要求学生“背诵餐歌打卡”“浪费
一粒米做一道选择题”等做法，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10月10日发布
提示，要求“狠刹形式主义歪风，确保制
止校园餐饮浪费工作不走偏、不走样”。

今年9月，教育部印发《教育系统
“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行动方
案》，要求通过广泛开展教育宣传、大
力培育校园文化、提升食堂管理水平、
创新使用科技手段、建立健全制度体

系等举措，坚决制止学校餐饮浪费行
为，切实培养青少年勤俭节约习惯。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表
示，行动方案印发以来，各地各校高度
重视，纷纷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定了
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工作举措，有效制
止了校园餐饮浪费现象。但值得注意
的是，个别地方和学校认识不准确、理
解不到位，出现了要求学生“背诵餐歌
打卡”“浪费一粒米做一道选择题”等
形式主义做法，引发舆论热议。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要
求，准确理解制止校园餐饮浪费工作
的政策内涵，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有关
要求，出实招、重实效，做在细处、落在
实处，力戒消极应付心态，狠刹形式主
义歪风，确保制止校园餐饮浪费工作
不走偏、不走样，真正形成制止餐饮浪
费、培养节约习惯的长效机制，让勤俭
节约成为广大师生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从根本上
解决校园餐饮浪费问题。

家长如何学会对孩子放手
■ 王殿军

课文预读“两步法”
■ 周巧玲

教育部明确：

将心肺复苏和急救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
■ 叶雨婷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提示

制止校园餐饮浪费不能“走偏走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