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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孩子，千万不要着
急。与其拔苗助长，不如激发
孩子的自我学习能力，未来发
展才更有潜力。”一位教育专家
说。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的

“零起点”，本质是要按学生的
身心规律、年龄特征来学习，
每个孩子学东西都有年龄最佳
期。“但在整个社会浮躁的风气

之下，家长很容易迷失，也很
容易跟风。一个家长慌了不要
紧，但如果是一群家长都慌
了，都病急乱投医‘瞎补课’，
那么提前学习的风气就盛行起
来。”

专家说，在这种风气下，
最倒霉的其实是孩子，刚刚踏
进学校就被学业压力压着，会

厌恶学习。“作为专业机构，学
校有责任多和家长沟通，包括
请有经验的家长来做演讲，用
儿童成长规律与家长一起探讨
和达成共识，去除浮躁心态。”

不过，专家认为，“零起
点”并非“零准备”，与其知识
的过度储备，不如更多关注孩
子的行为规范、待人处事等，

帮孩子练正确的书写姿势、教
孩子与陌生同伴交朋友、引导
孩子建立健康的作息时间；其
次，“零起点”的家长即使遇到
外部压力也要先调整心态，告
诉孩子虽然暂时在成绩上比不
过其他同学，但在旅行和运动
等活动中收获到的体验同样很
重要。

零起点不等于“什么都不会”
过度储备学科知识不如养成良好习惯

目前有专家提出小学一年级试
点“零起点”教学。其实，近年来，
不少家长中诸如“慢养”“散养”这
类的理念非常流行，父母们坚持不
让孩子在幼儿园期间接触任何与
学习有联系的事物，生活内容以玩
耍或活动为主，让孩子自由成长，
而不是过早体会到学业的压力。

但是，笔者调查后却发现，能
把“散养”坚持到底的“零起点”家
长寥寥无几。不少家长在孩子进
入小学后，受到外界影响也不得不
送孩子加入课外补习“大军”。

“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我们
一直崇尚愉快教育，想要让儿子
有个快乐童年，因此，从小就没
有给他施过压，更别说上英语课
或逻辑思维课。通常，别人在弹
钢琴，他在公园里抓虫子；别人
在练口语，他在跟我们大人去打
球做运动。”冯先生说起给儿子

创造的快乐童年，仍不免有些自
豪，但这种“散养”的情况却在去
年升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戛然
而止。冯先生说，随着周围的孩
子参加的课外课程越来越多，越
来越多的人总是“劝”他需要补
一补了。“我太太先‘倒戈了，几
次说要给孩子‘加餐’，而且孩子

也好几次回家后闷闷不乐，他说
班里在外上课的同学笑他什么
都不懂。”最后，冯先生无奈之
下，只能也给儿子在校外报上了
英语和奥数课程。

相比冯先生，岑先生的选择
可能有所不同。同样是“散养”
的童年，同样是进入小学之后接

受了来自周围家长、社会环境的
压力，他最终选择给女儿转学去
了一所学校的国际班。“女儿从
小唱唱跳跳、玩玩乐乐惯了，我
不希望她成长中承受太大的学
习压力。我早计划好了要送她
出国的，不如提前送去国际班适
应一下，也提升一下语言能力。”

顶不住压力只能报班

学校要帮家长去焦虑

协调轻巧 平衡木

幼儿用平衡木采用专门材
料制作，除搭建高度适应小朋
友身高外，搭建方式也分为基
本的平行于地面的搭建(高/低
两种)、一高一低的斜坡搭建以
及配合楔形体操垫和高低杠的
搭建等不同组合。幼儿赤脚行
走或经由扶持行走平衡木，在
锻炼了小朋友的平衡能力以及
眼脚协调能力的同时，还能增
加感触刺激。

专家建议>>>
●宝宝7-13个月大，可以

由教师或家长协助他手扶平衡
木在地面上站立或行走，这可
以增强下肢力量。

●小朋友可独立行走后,随
着体能的增长，则可以根据不
同的搭建方式以及体操技能要

求，在教师的辅助下逐步完成
平衡木上的行走，如倒退行走，
踮脚变向，平衡木上的跳跃、倒
立、甚至前手翻等等技巧，促进
小朋友感官系统的全面发育，
使其更加轻巧协调。

灵活自信 单杠/高低杠

高低杠系统同样也有适应
不同年龄段小朋友使用的各种
不同组合，如适合于 7个月至
3 岁小朋友抓握的较细的玻璃
纤维杆以及适合 3岁以上小朋
友抓握的较粗的实木杆等。

专家建议>>>
●单杠的抓握练习、悬荡

以及杠上回旋转体技巧则可以
很好地锻炼小朋友的上肢力
量、空间感、以及核心肌肉群
力量。高低杠以及平行双杠的
技巧练习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杠

上肢体协调以及平衡感。这些
运动不仅能让小朋友在体能方
面逐步提高，同时在步骤较多
的技巧运动过程中，对小朋友
记忆力和自信心的建立也非常
有帮助，堪称是身体和心理健
康的“双保险”。

平稳专注 瑜伽球

各类球体是所有物体中最
易吸引并帮助培养注意力和内
在协调性的器具，而本着“由
大及小”的原则，瑜伽球可算
作球类教具中最基本也最有用
的一种。

专家建议>>>
●家长扶住小朋友胯部帮

助其趴立或坐立在瑜伽球上完
成平衡性练习，有利于锻炼小
朋友的视觉灵敏度、深度认
知、内耳平衡及腹部力量。

走平衡木 吊吊单杠 玩健身球

练身体 幼儿也能“玩”器械
宝宝也能“玩”运动器

械！国外早就出现了婴幼儿
版的“运动器械”，并针对婴
幼儿运动发育的不同阶段进
行了“运动器械”分级。其
实，早教行业更愿称它们为
运动教具。据有关专家介
绍，运动教具作为必要的辅
助性教具，配合系统、适龄性
的课程内容，将更利于小朋
友体能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全
面提升。

不同的运动教具将锻炼
并引发小朋友身心智发展不
同的“化学反应”：

1.选择专业的运动早教
机构。

2.锻炼要循序渐进。
3.将“笑”与“高兴”作为

宝宝疲劳的参照物。
“只有小朋友开心了，才

会积极配合，达到运动有益
身心的效果。”专家表示，帮
小朋友运动不应只依靠器
械，还要与游戏相结合，让小
朋友在多样性的活动中获得
身心智的健康发展。

运动小贴士

一位妈妈从孩子半岁开始，在 5年的
时间里先后为儿子报了 17个培优班，包
括英语、数学、识字、声乐、画画、表
演、手工等等，累计花费近 12万元，被
媒体称为“最着急”家长。

5 年，17 个班，12 万，单从数字来
看，这位妈妈或许有些极端；但她着急的
心态却是普遍的，她选择的教育方式也是
当下最流行的，与绝大多数家长并无二
致。

“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
是罪魁祸首。不知道最初是谁说的，也没
有人去追问源起，却作为一句宣传语一传
数年，影响了无数的家长与孩子。甚至不
只体现在学前教育问题上，包括孩子喝什
么牌子的奶粉，穿什么品牌的衣服，起什
么样名字……都会关系到起跑线上的输
赢。家长的盲目性发挥到了极致。

是的，倘若人生是一场竞赛，孩提时
代确可以比喻为“起跑线”。但这人生不
是百米赛，是一场马拉松啊，起跑线上的
分秒差距能在多大程序上影响结果？且长
跑的要诀是保存实力，起跑时就用力过猛
会不会造成后劲不足？

家长们总是被这样的现实裹挟：上好
的幼儿园，是为了上好的小学，然后上好
的中学，然后才能考上好大学，才能找到
好工作。且不说这个序列不一定成立，就
算是一步步都如愿以偿了，然后呢？就算
成功了吗？就幸福了吗？好的工作何尝不
是一个新的开始？同时进入同一个单位的
人，三五年下来也会发展得有所不同，十
年后甚至可能会有天壤之别。而这个过程
中起决定作用的，有可能正是起跑线上为
了抢跑而遗失的，比如行为习惯，人格培
养。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除了
着急，还能做些什么？网上有一篇流行的
小品文，《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也许能
给我们一些启示。学习不只在课堂上，书
本中，也在生活里。也许对孩子来说，家
长陪伴的温暖，比专业的教育方式和理念
更重要。

报17个班
“最着急家长”
急什么？

父母替孩子报名兴趣班已成了普遍现
象，而孩子表示“已经习惯了”也成了普遍
现象。父母想着孩子科科满分，孩子则按
照父母要求狠命学习。

早晨 6时 30分起床，中午回家休息约
15分钟，晚上23时以后上床睡觉。除了学
习课本知识、完成家庭作业外，还有多个
兴趣培训班，唱歌、跳舞、主持、声乐、
语文、数学、英语……这是中学初一男生
杨光的一天安排。

12 岁的杨光多才多艺，在无数次节
目活动中是当之无愧的童星。看上去他很

“成功”，像是一款精美的工业制品，以特
定的模式、特定的程序，向着特定的目标
成长。但实际上，正是这种特定的模式让
杨光失去了自我，成为父母兴趣的化身。

父母替孩子报名兴趣班已成了普遍现
象，而孩子表示“已经习惯了”也成了普
遍现象。父母想着孩子科科满分，孩子则
按照父母要求狠命学习。孩子在慢慢“习
惯”，“习惯”被安排，“习惯”穿梭于不同的
学习班之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习惯
本身是个可怕的东西，特别是被动的习惯，
久而久之，这种“习惯”将演变成为一种依
赖，并滋生懒惰、精神松懈、缺乏独立思考、
易为他人左右等弱点。

父母有着满分的爱，处处为孩子包
办。但这种“爱”就像一面双面刃，疼了孩
子也害了孩子。那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
真的是孩子感兴趣的吗？得到的成绩、证
书、荣誉真是孩子所需要的吗？真的能够
帮助孩子更好地走上自己的人生吗？答案
是否定的。不要以自己的兴趣左右孩子的
兴趣，更不要因社会的“兴趣”左右孩子的
兴趣。让孩子学会选择，学会行走，该让孩
子自己拿主意的，家长应该予以支持。

家长不要左右
孩子的兴趣

（本版综合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