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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 我们常常在学习成绩和孩子的快乐成长之间感到困
惑。 家长当然希望孩子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但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快
乐成长。 这两者似乎常常也是互相冲突的， 因为学习的压力始终都
在。 那么， 如何平衡成绩与快乐之间的关系呢？ 一起来听听家长的
分享和专家的建议吧———

王女士 中学教师 龙凤胎8岁

当两个孩子度过无忧无虑的幼儿
园时光， 进入小学后， 随之而来的还
有各种学习成绩压力。

记得我备孕好多年后才生下了一
对龙凤胎， 我一直觉得这是上天给我
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们全家都非常疼
爱两个孩子。 龙凤胎早产， 其中一个
孩子还在保温箱住了很久， 当时我每
天都很焦虑， 好在孩子后来安全出院
了。 或许是早产的缘故， 两个孩子体
质不算好， 经常生病， 通常一个有点

小感冒， 另一个也就被传染了， 所以
小时候带两个孩子真的很累， 就想着
他俩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 是
当父母最大的心愿了。

除了孩子们喜欢的唱歌 、 跳舞 、
画画， 我基本没给孩子报兴趣班， 就
连唱歌、 跳舞、 画画， 也是孩子们非
常喜欢， 多方要求我才下定决心给他
们报班的。 他们在读小学前， 一直快
快乐乐在成长着。

等孩子上一年级后， 跟孩子班上

其他成绩好的同学的妈妈聊天， 我吃
了一惊， 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这名
同学在幼儿园阶段， 已经掌握了几千
的常用汉字， 数学、 英语都有了一定
基础， 而我的两个孩子还在从最简单
的汉字学起 ， 哪怕突击了一段时间 ，
也只是掌握了几十个汉字， 看到自己
的孩子跟同学差距很大， 我和爱人都
很慌张。

于是我俩开始密密麻麻把孩子的
业余时间都排满了学习计划， 突然的

高强度学习 ， 两个孩子也有些抵触 ，
经常是我带着孩子们在认字的时候 ，
两个孩子就会说： “妈妈， 我太累了，
不想学了 。” 我和爱人只能做思想工
作， 发现收效也不明显。 为了不让孩
子压力太大， 我们就放慢了节奏， 降
低了强度， 想着： 慢慢学吧， 不管咋
样， 不能让孩子压力太大， 不能剥夺
孩子的快乐 。 毕竟童年的快乐经历 ，
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 虽然成绩重
要， 但是健康和快乐更重要。

成绩重要，但健康和快乐更重要

石女士 设计师 儿子13岁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也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从只会喝奶、 睡
觉开始， 到后来的学会走路、 学会说
话， 一直都是家长占主导作用， 所以
我认为在学习这件事上也是家长引
导， 不能放松， 辛苦一阵子才能有美
好的未来。 因此，我对孩子比较严格，
在学习这件事上， 从不轻易妥协。 有
了好成绩， 也很快乐， 不是吗？

我也明白成绩并不能完全反映学
生的学习能力， 但成绩却能反映出很
多问题。 所以， 从小到大我都跟老师
沟通得很紧密， 因为他们是除了家长
之外跟孩子相处时间最长的人， 而且
也是培养孩子的人， 应该统一战线。

我对孩子的原则是你可以喜欢画
画， 但前提是不能影响学习。 记得在
孩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当时给他报

了很多兴趣班， 其中画画是他最喜欢
的， 当时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各科成
绩直线下滑，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没收
了他的画具。 当时孩子很抗拒， 又哭
又闹， 我就明确告诉他： “成绩上来
并稳定后， 我就会把画具还给你。”

随后， 我也跟各科老师联系了一
下， 共同探讨孩子的问题出在哪， 应
该怎么提升。 并且我给孩子制定了严

格的作息时间表， 放学后带着孩子做
会儿运动， 就让孩子投入到了学习中，
慢慢的孩子成绩就提升了。 我认为孩
子大的时候没有养成自律的好习惯 ，
原因全在父母。 所以家长们一定要在
孩子小的时候， 引导孩子养成自律的
好习惯， 这样孩子大了之后才能自律。
世界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要让孩
子早点懂得付出才会有收获。

有了好成绩，也是快乐的一件事

说到如何平衡成绩和快乐， 相信
很多人都希望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 ，
但现实中却往往有很多困难， 其实这
些困难本质上是认识和方法的问题 。
2022年， 我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
北京大学， 让我们倍感欣慰和自豪 。
回想以往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 我觉
得有几点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一、 不要将业余课与校内课程相对立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一定要让
孩子去尝试各种学科 ， 各种兴趣班 。
我从没有逼她报兴趣班， 而是因为她
喜欢、 有要求才给她报。 但报了班之
后， 我们就会要求她坚持学下去。

孩子小时 ， 对学习没实质的认
识， 对她来说凡事都是 “游戏 ”， 因
此， 家长的引导很重要。 比如她爸爸
很爱读书 ， 我们就经常坐在一起读
书 ， 孩子也很开心 。 又比如幼儿园

时， 我跟她玩大富翁的游戏。 通过游
戏， 她快乐地学会了加减法的算术。

记得孩子上小学时受老师影响喜
欢上了数独 ， 也喜欢下围棋 。 于是 ，
我们就让她去围棋院学围棋。 这些课
外班的思维对她学习数学很有帮助。

接触了那么多学科之后， 我认识
到了一个问题： 不管是业余的课， 还
是校内课程内容， 对孩子来说都是一
样的。 比如学这个围棋， 它虽然是一
个游戏，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 孩子遇
到的问题都是相通的。 孩子通过下围
棋， 端正了学习态度， 明白了怎么去
面对挫折， 遇到问题怎么解决， 这实
际上就成为了她人生路上的锻炼场 。
所以， 我觉得一定要利用好孩子的兴
趣班， 让孩子受到全方位的锻炼。
二、 接受并顺应孩子的个性

孩子都是有自己个性的。 家长们

是距离孩子最近的人， 最懂得孩子的
人， 我们一定要接受孩子独特的个性，
并顺应孩子的个性， 找到适合孩子成
长的游戏方式和互动模式。

就像我们家小孩， 她自己本身就
很要强， 你要是那种批评她、 指责她，
她可能就会逆反， 不接受。 所以， 我
就是经常夸她、 表扬她。

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表扬方式和
内容。 我经常会当着她的面儿， 跟别
的朋友聊天时表扬她， 但不是说她怎
么牛啊、 拿了多少块金牌之类的， 而
是说我们家孩儿拿金牌了， 但她是怎
么拿到的呢？ 她是把一千道题做了三
遍。 每一道题都做了三遍， 然后错了
的反复再做。 这个做题的过程也很枯
燥， 但孩子有想赢的心态， 学习的劲
头就很大， 也就忽略了枯燥。 这个方
法就是帮她树立一些正确的观念： 获

得成功一定是要有努力、 有付出的。
总的说来， 在孩子成长中， 越往

后， 在学习上我们能去教他什么就越
难了， 我们只能是说在碰到问题的时
候， 和她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还有就
是注意让孩子保持一个健康、 愉悦的
心态。 孩子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想
着怎么帮她去缓解压力， 而不是再给
她指责、 抱怨。
三、 协助孩子打好人生的底色

除此之外， 我们还特别关注孩子
性格、 品格的养成， 并且在这方面的
要求高于对学习成绩的要求。 与具体
的学习成绩相比较， 学习力、 毅力和
耐挫力可能更重要， 因为这些才是孩
子的人生底色。 只有底色正了， 孩子
才能更好地成长。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杨琳琳

协助孩子打好人生的底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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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平平衡衡孩孩子子
学学习习成成绩绩与与成成长长快快乐乐

之之间间的的关关系系？？

杨先生 公司职员 女儿14岁

我的女儿今年14岁 ， 在读中学 。
我女儿从小就活泼美丽， 全家都非常
宠爱她， 她能歌善舞 ， 背诵 、 演讲 、
体育等都很好， 只要女儿在家， 家里
就永远有欢声笑语， 女儿小学阶段一
直是班长， 成绩也很好， 我和爱人都
很庆幸我们有这么一个懂事乖巧成绩
好的女儿。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小升初

的阶段。
女儿小升初的那一年， 我们的二

胎儿子出生了， 因为儿子刚出生， 需
要人看护， 所以家里人大部分精力都
放在了照顾儿子上， 陪伴女儿的时间
少了， 可能也是到青春期了， 女儿有
点叛逆， 也不爱学习， 成绩就一落千
丈了， 直接导致上中学后， 女儿的成

绩从原来的名列前茅 ， 下滑了不少 ，
为此我和爱人很头疼。

有一段时间， 我爱人主要带儿子，
我每天陪女儿写作业， 可能我要求也
比较严格， 给了女儿很多压力， 导致
她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低 ， 最 后 就
是 ， 我看着她的时候 ， 她就写作业。
我顾不上陪她的时候 ， 她就在玩儿 。

我严格批评过女儿几次， 效果不明显。
我很头疼， 我也希望女儿能够快乐成
长 ， 但是学业 压力那么大， 不好好
努力， 以后考不上好大学 ， 也是问题
啊 。 所以我和爱人都很焦虑， 说实
话， 平衡成绩和快乐， 对大多数父母
来说， 都比较难， 看来只能一点点努
力了。

平衡成绩和快乐很难，只能一点点努力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 刘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