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基于中国K12用户学习
行为大数据的《全国中小学生学习
压力调查》发布，我国中小学生平均
每天写作业达3小时，是全球均数2
倍。

数据表明，26.4%的学生每天
写作业耗时 2小时，44.9%耗时 3小
时，28.7%耗时4小时。平均每个学
生每天写作业时长为 3小时，相当
于法国的 3倍，日本的 4倍，韩国的
6倍。

而这些写作业的时间都是从学
生睡眠时间中“挤”出来的，他们普
遍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到23点入
睡的学生，小学占 18.2%，初中达
46.3%，高中生更是占到了近九成。

与此同时，面对孩子每天写不
完、不会写的作业问题，父母们也表
示很无奈。数据显示，44.9%的父
母会直接劝孩子放弃，32.7%的父
母甚至会选择帮忙代写。

调查中也显示，在孩子被打理
由中，作业问题继“不听话”、“做错
事”之后位居第三。 （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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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不断尝试才能最终确定兴趣

家长请尊重孩子“三分钟热度”
或许很多父母

都会发现这样一个
现象：无论孩子一开
始有多喜欢某一件
事物，可总是“三分
钟热度”不到就失去
了兴趣，这时候家长
总会很焦急孩子的
“定性”不够。

可是，各位爸妈
有想过吗？也许“三
分钟热度”并不是一
件坏事哦！

当面对孩子的“三分钟热
度”和喜新厌旧时，父母不要焦
虑和担忧，也千万不要强逼孩子
专注在某一样东西上面，我们唯
一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
并同时教育孩子学会“专心致
志”！

案例分析：一个网友在论坛
上发表了这样一个帖子：我女儿
今年4岁了，可是做事情总是凭
一股劲，不到三分钟就放弃了，
还有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一
样，无论开始表现得多么喜欢，
慢慢的就喜新厌旧了。就像最近
我帮她报了几个兴趣班，一开始
就是学习钢琴，她开始两天还兴
致勃勃地弹琴，听着钢琴发出的
声 音 还 各 种 兴 奋 ， 手 舞 足
蹈，可是再玩几天就不想
再弹琴了。

“3分钟热度”
其实非坏事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注意力
集中的长短是随着年龄递增的。
三四岁左右的孩子其实注意力
是很难长时间集中的，他们没有
时间的概念，也没有永久性的记
忆，因此注意力很容易转瞬即
逝。特别是在从事一些诸如写
字、背诗等一些活动的时候。

许多像上面发帖子的妈妈

一样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可能
就会很着急：宝贝不能专注地学
习唐诗，各种兴趣爱好也不长
久，没有一技之长怎么办？

实际上，对于刚来到新环境
不久的他们来说，周围一切事物
都是新鲜的。为了能充分感受和
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他们需
要不断地去接触身边各种各样

的事物，他需要什么都看，什么
都碰，什么都摸，需要对一切都
感兴趣。如果他的注意力只能专
注在一个事物上，那么他其实是
屏蔽掉了许多东西。只有通过不
断的尝试了许多的东西之后，他
才能最终确定下来自己的兴趣，
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专注的。

因此，在没有人为原因的
干扰下，对于自己喜爱的事
物，他们会本能地专注下去，
而面对自己没有兴趣的事物，
他们也就会表现出坐立不安，
三心二意的情形。

舞蹈、钢琴这些东西都是
案例中女儿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新东西”，在好奇心的驱使，

她愿意去尝试，便要求买舞蹈
鞋，买小提琴，可是开始了一
段时间，兴趣没了。她甚至开
始排斥了这项她曾经很感兴趣
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更多
地应该是理解孩子“三分钟热
度”的这种心理，给他们选择
的自由，用一种平等的方式去

和他们交流。因为这可能是你
了解孩子的一个契机。年纪较
小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还不够
成熟，常常不能用语言清晰地
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成人
就应该透过问题的表面去看本
质，主动向孩子发出邀请，和
他们沟通。

尊重“三分钟热度”宝宝

孩子为何总爱“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是兴趣发现是兴趣发现
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过程，，孩子一开始对一孩子一开始对一
个事物有了兴趣个事物有了兴趣，，意味着他抱意味着他抱
有希望有希望，，他期待可以从中感受他期待可以从中感受
到快乐到快乐。。

家长在孩子探索兴趣的过家长在孩子探索兴趣的过
程中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如果
发现孩子一直处于发现孩子一直处于““稳定不下稳定不下
来来””的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状态中的状态中
时时，，在尊重的前提下在尊重的前提下，，可以适可以适
当地引导一下孩子当地引导一下孩子。。

让孩子去发现这项活动的意让孩子去发现这项活动的意
义义，，制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在这制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在这
之中感受到自信的力量之中感受到自信的力量，，孩子孩子
如果能从中感受到乐趣如果能从中感受到乐趣，，他们他们
往往就能呈现一种状态往往就能呈现一种状态———痛—痛
并快乐着并快乐着。。

在孩子呈现出对一件事物在孩子呈现出对一件事物
的兴趣时的兴趣时，，父母应该多多鼓励父母应该多多鼓励

孩子去尝试孩子去尝试，，哪怕孩子有哪怕孩子有““三分三分
钟热度钟热度””的的““前科前科”，”，而不是反复而不是反复
强调要孩子保证能持续下去才强调要孩子保证能持续下去才
让他去做这件事让他去做这件事。。当孩子对一当孩子对一
件事情抱件事情抱有期待有期待，，充满希望充满希望，，
能从中感受到乐趣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时，，她就能她就能
把一份兴趣长久地专注下去把一份兴趣长久地专注下去。。

（（腾讯腾讯））

为孩子的“专心致志”作铺垫

网友质疑会产生不良影响

12 月 6 日，重庆网友“马
丸子妈妈”发朋友圈称：“好惊
悚的儿童故事，是想告诉小朋
友自己不小心做错就会害死
朋友们的道理么？童话般的
死神来了……”该网友质疑，
某少儿读物中的一篇文章文
字过于惊悚，对孩子可能产生
不良的心理影响。

朋友圈附图显示，该文章
标题为“一块果仁惹的祸”，采
用图文形式，讲述了一只小公
鸡救一只被果仁卡住的小母
鸡的故事。文中出现“小母鸡
已经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噎死
了”、“结果动物们全部落水淹
死了”、“小公鸡挖了个墓穴，
将小母鸡埋了，自己则坐在墓
冢上悲伤不已”等被“马丸子
妈妈”质疑“惊悚”的语句。

这本被质疑的读物，迅速
在网上掀起讨论，有网友认为

“没有文字美感就算了，连故
事情节都生搬硬凑，为了讲故

事而讲故事”，也有网友认为
“家长不用回避，只需用通俗
的语言跟孩子描述清楚即
可”。

希望传达积极向上的内容

据了解，网友“马丸子妈
妈”是个 80 后，姓章，孩子今
年 5岁。章女士表示，这几张
图片是她的朋友圈里某位朋
友最先发布的，看到后，她立
马转发评论。

“这个故事情节和文字过
于惊悚，不太适合孩子。”章女
士说，她并不会把这样的故事
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孩子还
小，我希望传输给她的都是积
极向上的信息。”

出版社：原本为了给孩子
一些警醒

对此，长江出版社副社长
赵冕表示，《365夜故事》这本
书事实上是一本寓言故事书
籍。里面的故事都不是原创，
而是从各个经典少儿故事中

筛选而出。
“《一块果仁惹的祸》是国

外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了。当
时选它，也是考虑到这个故事
中包含了‘遵守承诺’、‘吃一
些体型较大的食物时要小
心’、‘要学会及时救援’、‘知
识要使用恰当，不然反而会带
来危险’等道理，而且以这样
一个有些悲情的过程更能给
孩子一些警醒。”赵冕表示，选
择这些故事之后，出版社只按
照语言、阅读习惯进行了翻译
和梳理，但不会对故事情境进
行改编。

“所以没有多加笔墨去挨
着解释这些道理。如果是年
龄很小的孩子的话，还是要靠
家长去帮着理解，重新按照自
己小孩的接受程度和方式去
读给他们听。”赵冕表示，这次
经读者提醒后，未来出版社在
选择故事时，会多多注意，从
多个角度去看待故事，对可能
会引起歧义的故事更加谨
慎。 （重庆商报）

小公鸡和小母鸡去觅食小公鸡和小母鸡去觅食→→小母鸡吃独食被果仁噎死小母鸡吃独食被果仁噎死→→

参加葬礼的动物意外淹死参加葬礼的动物意外淹死→→小公鸡伤心死了小公鸡伤心死了

儿童读物内容惊悚引热议儿童读物内容惊悚引热议
“小公鸡和小母鸡去觅食，说好要分

享，结果小母鸡吃独食，被一块果仁噎住
了。等小公鸡找到水时，小母鸡也死
了。在埋葬小母鸡的路上，参加葬礼的
动物意外淹死了，最后小公鸡也伤心死
了。这都是小母鸡吃的那块果仁惹的祸
呀！”

一改常态的“完美结局”，这个儿童
故事显然是个悲剧。近日，一位妈妈在
朋友圈晒出这篇故事的照片引来许多网
友围观，同时引发争议。

44.9%中小学生
每天作业3小时

全国小学生的日常作业平均正
确率上海最高，平均每道口算题答
题速度最快的是浙江。12月 2日，
作业盒子小象数据研究院正式发布
《中国小学生在线口算能力数据报
告》。

这些数据来自于全国 32 个省
市区12000多所小学的90多万小学
生，在作业盒子推出的小学版App
产品“速算总动员”上留下的大量日
常作业记录。

报告显示，全国小学生不分年
级，作业平均正确率为91.72%。上
海、重庆、浙江、宁夏、黑龙江分列第
一至第五名；平均每道口算题耗时
6.198秒，答题速度最快的是浙江、
上海、江苏、重庆、黑龙江；口算中，
全国男生平均正确率有91.49%，女
生平均正确率92.35%。 （京报）

新浪教育日前发布的《在线教
育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显示，超过
80%的家长支持在线学习。内容资
源是否丰富、能否达成学习效果，是
影响家长评价产品的最主要因素。

在 11 月 26 日举行的第 8 届新
浪教育盛典上，新浪教育频道总监
梅景松表示，在线教育用户呈现年
轻化和高学历特征，以学生和家长
居多。对于家长对在线教育产品消
费能力的统计数据显示，准父母和
家长更容易为教育APP买单，60%
的家长给孩子配手机。在用户的使
用意愿及需求上，87%的中小学生
家长支持孩子在线学习，76%的家
长认为线上课程可代替线下课程。

内容为王和学习效果是家长用
户最在意的因素，其他因素如花费、
便捷度、下载量等影响程度较低。

“教育的本质不会因为互联网的介
入而改变，用户最关心的永远都是
能否学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新浪
网副总裁葛景栋说。

（北京考试报）

6.198秒口算速度
浙江小学生最快

8成以上家长
支持教育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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