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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长致家长

疫情期间，孩子宅家高质量陪伴是最好

课程，餐桌也是课堂。这次疫情，需要每位

家长重新审视自己与孩子相处的能力、家庭

建设的能力等。那么，家长要如何陪伴孩子

度过这段“宅家学”上网课的日子呢！

1.不要时时刻刻盯着娃
有的家长喜欢盯着孩子上课、写作业，

一旦发现有问题，或字写错、写歪了，一边帮
孩子涂擦，一边批评、埋怨、责怪孩子。在这
种紧张、焦虑的氛围中，孩子的学习兴趣和
能量之门很难打开。

有这样习惯的家长，不妨改变一下方
式，孩子宅家学习的时候，家长在一旁拿本
书读读，或者轻手轻脚地做自己的事，别轻
易去打扰孩子。

2.营造“陪伴”的好氛围
疫情期间，孩子和家长在家里相处时间

很多，营造好的陪伴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免出现“鸡飞狗跳”的场面。

家长要学会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多
一些包容和理解，学会让情绪从适合的管道
释放；还可以和孩子做个小约定，控制不住
情绪的时候请孩子做一个手势提醒自己。

受疫情的影响，大人有时候也会出现焦
虑、紧张等不适，家长也需要舒缓心情，尽量
不把负能量、坏心情传给孩子。

3.对待孩子“顺其自然、多看优点”
每个小孩都很独特，看待世界都有他/她的

方式和节奏，即使他/她没有按照大人的规则和
正确的路线在前进，那无非是因为他/她在成长
的路上有好奇心和独特个性罢了。

孩子居家学习期间，家长要顺其自然，
多看优点，多发现特质。一来比较全面客观
评价孩子，二来家长心理比较平衡，就不那
么较劲了。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
成长和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放在更大的时空
中去看，很多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4.尽量做到“三多”和“三少”
多商量少命令。比如提醒孩子该做作

业了，可以这样说：“到时间了，你是不是该
做作业了？”而不要直来直去地说：“别看电
视了，快去做作业！”这样，孩子就会感觉你
很尊重他，愿意听你的话。

多引导少训斥。其实，家长越是尊重孩
子，孩子就会越尊重你，越注意修正自己的言
行会更加赢得别人的尊重。当然，具体情况
还得具体对待，对于孩子的坏品行、坏习惯
等，家长不必委婉，但也不可采用训斥的方
式，而是要平等而又严肃地与他谈话，指出其
危害性，要求其改正，并订出一些惩罚措施。

多了解少窥探。孩子结束网课后，家长
要督促孩子认真做作业、检查作业及复习、
预习功课，多了解孩子学习上的问题。孩子
在家时间多了，有的家长开始打探隐私，很
多孩子都特别反感家长听自己聊电话等。
实际上，家长应和孩子交朋友、多聊天，孩子
感受到父母对自己尊重和信任，就会把父母
当成倾诉对象，而不是保密对象了。

各位家长，孩子居家学习，考验老师也
考验每个家庭，和老师一起携手帮助孩子顺
利度过这段“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日子吧。

（中国教育报）

近日，柏庄实验小学大队部
陆续收到了学校少先队员提交
的寒假寻访作业。提起这次特
别的寻访，策划活动的王迎娣老
师介绍说：“原本今年寒假的寻
访主题是非遗传承，由于突发新
冠肺炎疫情，孩子们原先准备好
的寻访计划只能暂停。经历了
节后一个多月的居家生活，我们
注意到孩子们非常关注新闻报
道，在习作里提到了许多感人的
事迹。其实他们身边也有许多
参与防疫工作的人，所以结合3
月初的学习雷锋精神主题教育，
大队部发起了这次少先队员寻
访身边抗疫志愿者的倡议。”由
于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布置寻
访活动时，老师建议队员们在家
长的协助下利用电话、网络视频
等方式进行连线，了解防疫一线
志愿者们的故事。

柏庄实小东璟校区三（4）
班张艺轩的寻访对象是他的大
伯。“大伯是主动报名当志愿者
的，他负责看守村口的道路，防
止外面人员进入，劝阻本村人员
不要外出。大伯因小儿麻痹症
留下了残疾，走起路一瘸一拐
的，但最近的二十多天里，无论
刮风下雨，他都坚守在村口，为
防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除了亲属，少先队员也在自
己居住的社区里，发现了许多充
满正能量的身影。“志愿者队伍

中，有一位大哥哥给我印象最深
刻，大家称呼他小金，是一名17
岁的学生。他每天在小区入口
检测出入人员的体温。有时候
碰到不理解、不配合的业主他总
是耐心地解释，还分享实用的防
疫知识给大家。”“68岁的吕奶奶
是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也
是一名老党员。小区里有位姓
刘的爷爷，腿脚不便，儿子媳妇
常年在国外，平日里虽有保姆照
顾，但因为疫情保姆无法返锡。
吕奶奶每天离开值班岗后第一
时间不是回家，而是去刘爷爷家
给他送菜和日常生活用品。”

六年级少先队员史欣惠关
注到，2月底全市启用了“锡康
码”，小区附近农贸市场入口设

有一个摊点，一群志愿者每天在
那里帮助、指导老年人安装、申
请“锡康码”。“如果遇到没有智
能手机的老人怎么办？”志愿者
告诉她可以进行“社区委托申
请”：“委托申请成功后，我们会
帮老人将‘锡康码’打印成纸质
卡片，方便他们随身携带。如果
有行动不便的老人也可以联系
我们，可以上门为他们提供服
务。”

“一个个充满‘真善美’的鲜
活故事让孩子们对志愿服务有
了更深的了解。”王迎娣说，“他
们在寻访作业中表示要学习这
些‘螺丝钉’的奉献精神，做有担
当的人。”

（越苏）

全民宅家防疫期间，在各
种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己做美食
的视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新风
尚。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的教师陈瑜就当起了

“美食主播”，在线带学生画出
了可以吃的“国画”。

陈瑜的线上课程主要包括
中式面点基础和菜肴围边装
饰，在规定时间内如何才能把
教学内容充分展现？实操性这
么强的课程如何让学生记清步

骤？陈瑜可下足了功夫。
每周三堂直播课，每堂课

要上80分钟，几周下来陈瑜在
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松弛，课
堂氛围也越来越活跃。她的直
播课在学生中人气颇高，即使
是课后学生还会缠着陈老师，
叽叽喳喳分享个不停。

看着陈瑜忙碌的身影，同
为学校教师的曹亮也没闲着，
他主动给妻子打起了下手：外
出准备食材工具、给妻子架手

机操作直播平台、课程完成后
的清理工作等等，曹亮都一手
包办。与妻子陈瑜不同，曹亮
所教的学科《保险原理与实务》
并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为了
吸引学生，他将学生关心的新
闻时事与直播课程结合了起
来。

因为课程生动有趣，曹亮
和陈瑜夫妻两人的直播课在学
生中人气颇高，而这也离不开
他们在屏幕背后下的苦功：每
天，在照顾一年级的儿子完成
课业，把孩子送上床休息以后，
夫妻二人的备课时间才正式开
启，常常为了设计一个环节，他
们就要交流到半夜。

其实，曹亮和陈瑜的直播
经历只是疫情期间无数教师日
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超
长假期里，无数教师们将爱与
责任渗透进直播课堂，渗透到
班级管理，全方位关注学生健
康、生活、学习。正是因为这些
教师的付出，才让每个孩子在
家和在学校一样积极学习不掉
队。

（无锡教育报道）

孩子居家学习，
你的高质量陪伴，
是最高级的课程 ！

寻访身边的“闪光螺丝钉”
少先队员连线志愿者
听他们讲述抗疫故事

“国画”可以吃？

无锡一所学校的“主播夫妻”成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