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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亮，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曾任职于北京师

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北

师大实验小学。兼任中国

儿童安康成长专家委员会

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中

青年分会秘书长、中国家

庭教育学会理事。

我反对在低年级

给孩子增加学科辅导

班

             ：父母

担心自己孩子落后，所以

很多孩子一上学就被迫参

加各种学科辅导班。您怎

有针对性的辅导

才最有效

——访钱志亮

采写/本刊记者 弓立新

么看待这种现象？

钱志亮：现代社会竞

争激烈，很多家长周末也

要加班或做其他事情，孩

子没有人管，正好有这些

课外辅导班，孩子有人管

了，又能受教育。其实家长

对孩子在课外班学了什么

并不了解，对所学的内容

和课堂的关系也不了解。

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是

对孩子休息权的一种侵犯。

孩子刚上学，也就是

一年级，我是不主张上课

外班的。这一阶段，孩子的

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幼

儿园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种变化让孩子每天都处

在一种惶恐和焦虑当中，

可以说每天都疲于奔命。

孩子早晨上学，中午在学

校吃饭，下午四五点钟才

回家，大脑已经很疲惫了。

学校里老师和孩子玩的是

“车轮阵”，语文老师下课

了回办公室休息喝水，数

学老师上；数学老师下课

了回办公室休息喝水，外

语老师上；外语老师下课

了回办公室休息喝水，科

学老师上⋯⋯歇大人不歇

孩子，一天下来孩子的体

力和脑力已经极度消耗。

再加上回家还要写语文、

数学、外语各科老师布置

的作业，晚上往往要到七

八点钟才结束，孩子根本

没有玩的时间，是很辛苦

的。所以，我坚决反对给一

年级的孩子加重负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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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额外的学习任务。

而且，现在的课程标

准和以往不一样了，现在

40 多岁的父母当年上小学

时，每天是记 6-8 个生字；

30 多岁的父母当年上小学

时，每天是记 8-10 个生字，

识字任务分散在五年的时

间里。现在，提倡三年级之

前要学完所有生字。孩子

一天要往脑袋里装 12 个生

字，不但如此，比父母当年

还增加了外语课、计算机

课等课程任务，在学校的

思维强度已经很大了。如

果家长再给孩子加码，孩

子会吃不消的。六岁儿童

大脑的劳动强度是有限的，

儿童在同时接受或综合来

自各个不同输入系统（如

听觉、视觉、触觉等）的信

息时耐受性差，如果接受

和加工过多的数据，大脑

就会超负荷，并造成“短

路”，就像电路中电器用电

量过大而造成保险丝熔断

一样，导致学习能力衰退、

思维混乱、记忆不良、注意

缺陷、拒绝完成任务、发脾

气、多病或出现“假参与”

的现象，最终得不偿失。

             ：不同

年龄的孩子注意力时间的

长短是不一样的，父母怎

么根据这个规律来安排孩

子的学习呢？

钱志亮：一二年级孩

子注意力集中的最长时间

是 15 分钟，三四年级是 20

分钟，五六年级是 25 分钟。

孩子注意力时间过短，就

会造成课堂学习时，听一

点漏一片，效率低。

大脑是呈镶嵌式的交

替活动，即兴奋和抑制交

替出现。在普通小学里，很

少两节同样的课连排的，

总是学一节数学，再学一

节语文，尤其是让认知类

的课程和表达类的课程交

替出现。语文、数学、外语

是认知类的课程，体育、音

乐、美术是表达类课程。从

儿童用脑卫生的角度看，

学校会把两类课程交替来

安排。而且，学校老师虽然

上课是 45 分钟，但在低年

级，讲到 20 分钟时，一定

是有休息的，比如，老师会

说：我们一起来做手指操，

或者一起来唱一首歌，以

利于左右脑的调节。如果

孩子一直上同一种课程，

一定会出现一种在心理学

上叫保护性抑制的现象，

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思维是迟钝的,即前面所说

的“假参与”。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为

了延长学生的注意力，往

往会使用一些教学技巧，

如一会儿看书朗读、一会

儿讲解、一会儿要求写几

个字等，通过视听动通道

不断变换，使之繁忙；还有

的利用暗示，如目光的注

视，拍学生的肩膀，适当提

醒，把“溜号”的学生及时

拽回来；或教学方法的多

元化，以吸引注意；或教学

技巧的多样化，适当点拨；

或必要的提问与复述，保

持高度紧张⋯⋯

家长在家庭指导中注

意：一、尽量中途不打搅孩

子的学习和思维；二、懂得

孩子学一会儿（15分钟）就

跑过来“打岔”是极其正常

的现象，不要过分苛刻地

要求孩子像大人一样一坐

一个小时；三、鼓励孩子持

久的学习行为，并把问题

存留到最后一起问；四、告

诉孩子做某个学科的作业

累了之后先换个其他学科

来做，交替做有时也是一

种休息方法。

             ：什么

时候开始可以加学科辅导

班？

钱志亮：严格讲，到中

学为了应付中考才需要。

小学升初中不用考试，小

学是绝对的“解放区”。新

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先生最

近多次表态，要把均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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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毋

庸置疑，明年的小升初全

国都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变

化。新任教育部长的表态

对家长来说应该是一颗定

心丸。小学阶段，是孩子身

体发育最关键的时期，家

长不用把孩子搞得那么累，

更不能由于上辅导班的疲

于奔命使得孩子对学习失

去了兴趣。小学生如果要

上，应该是上特长班，也就

是文艺、体育之类的兴趣

班。

有针对性的辅导

才能帮助孩子学习

             ：家长

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要上学

科辅导班呢？

钱志亮：孩子在班里

的排名在前四分之一，父

母就不用操心。但如果孩

子在后三分之一，父母就

需要考虑一下了，孩子可

能不是学不会，而是需要

更多的时间。这种情况下，

如果父母没法辅导孩子，

可以把他送到有针对性的

辅导班中。注意一定要对

孩子的学习状况有一个针

对性的诊断，再补课。这种

补课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但如

果盲目地送到没有诊断分

析的辅导班去，不但不能起

到补救的效果，反而由于

“疲劳战”而使孩子没有足

够的精力做“份内”的事情，

最终得不偿失。

学习成绩在前四分之

一的孩子，如果对某一学

科有特别的兴趣，我觉得

家长可以送孩子学一些更

难更高深的，以拓宽知识

面。但有一点必须特别强

调的是：必须尊重孩子的

个人意愿。

             ：您特

别强调有针对性的辅导，

能解释一下吗？

钱志亮：比方说，语文

课程，如果孩子拼音不行，

给他补拼音，阅读水平比

较低，就要上阅读的班。再

比如，有的家长说自己孩

子丢三落四，题明明会做，

在草稿纸上写了，就忘记

写到卷子上了。这类孩子

是典型的视知觉发展不好，

就是 6 岁之前，眼睛和手的

协调训练不够，需要加强

纸笔的活动，提升注意力，

具体训练方式是：题当中

有一堆数字，6 和 8 的印刷

体是很容易看错的，专门

让孩子看，把 6 挑出来；或

者在一堆 2、5、S 中把 8 分

辨出来，这些都是有针对

性的训练。

还 比 如 ，让 孩 子 用

“打”组词，他只能组出“打

人”“打脸”“打手”等，别

的就组不出来了。这表明，

孩子思维发散方面不行。

这样的孩子需要上专门的

思维训练班，学会一些发

散思维，提升思维的灵活

性。表面上看，这类学习班

和学科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样的训练能帮助孩

子提高认知能力。

再比如，有的孩子回

答老师问题时，口吃，磕磕

巴巴。很明显，孩子心里知

道，就是说不出来。这样的

孩子需要上言语辅导班，

教他怎么说话。这样，孩子

的言语的不利才不至于成

为他智力思维的一种障碍。

再比如，有些孩子拼

音bpdq不分，把字写反，如

“部”“陪”混淆、“未”“末”

不分，读书破词破句、丢字

添字、跳行串行，2、3、4、

7 等老写反，竖式老对不

齐⋯⋯导致成绩差，其本

质在于孩子的前庭平衡有

问题，导致空间关系障碍，

上什么文化辅导班都没用，

需要针对前庭平衡和空间

关系做一些感统方面的训

练。

实际上，通过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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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训练，才能对孩子有

帮助，而不是盲目地让孩

子上语文或数学班之类的。

             ：在几

门主要的科目当中，在哪

些方面花时间比较有效？

钱志亮：在报班方面，

语文是最不见效的。小学

三年级以后，孩子开始学

写作文。我个人觉得，如果

家长坚定配合语文老师的

要求，指导孩子坚持写周

记，并认真检查，同时每周

能抽出时间和孩子改周记，

那么，孩子的作文应该不

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

果家长实在不得法，指导

不了，或没有时间指导，可

以考虑利用寒暑假上作文

班进行强化训练。

至于奥数班是需要有

天赋和悟性的，要有智力

遗传来做支撑。有的家长

看别人的孩子学奥数，也

要让自己孩子学。这种做

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提

倡小学生的数学一定要从

课本出发，基本功扎实，最

重要的就是口算能力强。

比如，低年级 20 以内的运

算，课标要求是5分钟40道

题。我个人以为这 40 道是

对水平比较低的孩子而言

的。对优秀孩子来说，80道

不为过，一般应该为 60道。

数学，就是一个口算，我们

既然想在学习上花费时间，

就要花在这里。反复训练，

孩子的速度是能够提升的。

整个运算的速度提高后，

孩子作业的速度都会提高。

这样孩子的出错率必然会

降低，基本功扎实了，熟能

生巧。有的家长“随大流”

盲目把孩子送到“奥数班”

“华数班”，孩子走路还不

稳呢，就非要送过去学跑

甚至飞，结果可想而知，有

些家长不理解这个道理。

了解孩子的智力

水平，建立合理的期

望值

             ：如何

使家长避免盲目给孩子报

课外辅导班？

钱志亮：客观地讲，大

约 10%-30% 的孩子有学习

障碍，原因是家族遗传，母

亲怀孕年龄过大或过小，

孕期不良环境，生育时早

产、难产、剖腹产，人工喂

养，隔辈抚养，过早教育，

过度管教，缺乏室外活动，

学习机会剥夺等原因造成

的，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学习成绩差、人际关

系障碍、性格退缩、感觉统

合失调等症状，需要进行

专门的心理训练和治疗，

而不是打骂所能解决的。

有些家长意识不到这一点，

认为孩子学习不好是孩子

的态度问题，“他们就是不

想好好学！”“对他说了多

少遍了，他就是不听！”

“怎么说也没有用”“狠狠

揍了也不行！”殊不知，孩

子的学习不好大多是由于

学习能力的问题。

孩子的学业成绩受九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父母的

智力状况、父母是否远血缘

通婚、要这个孩子时母亲有

性高潮状况、出生季节、母

乳喂养、是否睡眠充足、是

否勤于运动、是否体重适

中、是否吃好早餐，其中前

五个与父母直接相关。

先天（指孩子脱离母

体那一刹那之前，包括遗

传、孕期、产程三个方面）

在孩子发展中是个内因，

占主要作用，“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的道理告诉我

们，如果父母当年没有播

种“龙种”，很明显，“望子

成龙”是不合理的。父母对

子女的成长总有或高或低

的期望，大多数父母都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将自己

满腔热情寄托在自己生命

的延续——孩子身上，试图

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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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以证明自己本不是无

能之辈，只不过当初条件

受限制而已，瞧，我孩子的

成功就足以说明了这一

点⋯⋯这些都是正常的现

象，但是这些期望往往没

有基于分析子女的实际能

力，导致父母对子女的期

望过高或过低，在强大的

思想包袱面前，孩子会产

生较大的情绪反应，从而

影响孩子的学习状况。家

长期望压力太大的学生通

常存在着某些情绪或情感

问题，而这些情绪或情感

问题往往是孩子学习的动

力之一，但往往也反过来

影响或阻碍学习。

当然，“井无压力不出

水，人无压力难成器。”父

母对孩子寄予一定的期望

是家长对孩子的一种关爱、

一种鼓励，是建立孩子自

信心的主渠道，是人之常

情，但是家长的期望必须

根据孩子能力的具体情况

来确定，最好的期望值是

让孩子稍加努力后就能实

现。就好比摘桃子一样，不

用跳就能摘到桃子会使人

产生惰性，怎么跳也摘不

着桃子会使人失望，努力

地使劲跳起来才能摘到桃

子富有挑战意义， 会使人

充满希望，会使人得到锻

炼，会培养人的能力，下次

跳得更高！家长对孩子的

期望值也是如此：高不可

攀会丧失信心，唾手可得

会消磨斗志，富于挑战才

会催人奋进！

父母对孩子期望过低，

会造成许多儿童对自己缺

乏信心，自尊心低下，“连

爸爸妈妈都说我不行了，

我还行得了吗？”“我就只

有这个能力？”由此造成

孩子怀疑自己、放松对自

己的要求，甚至自暴自弃，

缺乏上进心，导致许多其

他问题。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

其实就是对孩子施加的压

力，压力太大了或太小了

以及没有压力都会毁了孩

子，只有恰当地把握分寸

才是真正地对孩子好！家

长对孩子的期望不妨长短

期相结合：短期内根据孩

子上次或前一阶段的学习

情况，提出“跳起来能摘到

桃子”的期望，并不时地给

予一定的鼓励。一旦孩子

达到目标后，家长一定要

表现出无比的兴奋与幸福

之情，根据家庭情况给予

一定的奖励，同时与孩子

一起探讨下一步的努力方

向。关于远期期望可以根

据孩子的理想与志向加以

适当的引导，并将远期期

望分解到无数个短期的期

望之中，孩子每前进一步

都予以鼓励。这样孩子和

家长就会有许多的成功、

许多的希望、更多的努力、

更好的发展。

家长要摆正心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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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看待自己和自己的

孩子，对孩子的期望值要

合理，千万不要过高！比

如，父母的智力水平在周

边的人当中排在前三分之

一，可孩子在学校的成绩

是后三分之一，父母可以

考虑一下孩子在孕期或出

生当中有没有一些异常。

如果没有异常，可以尝试

多花费一些时间学习，看

能不能有所提高。报课外

班也是一种方式。如果能

上来，说明是家长疏于对

孩子的监督和管理。这样

的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不够，

需要外界多督促才行。

如果孩子学了一段时

间，努力了还是不见效果，

家长必须降低期望值，调

整心态。现在的社会竞争

越来越激烈和低龄化。一

些家长认为孩子现在占据

的优质教育资源越多，将

来占据的社会资源就越多。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孩子

有没有那种能力，学多少

知识都能消化吸收。就像

人们吃饭一样，甲每顿能

吃4两米饭，乙只能吃2两。

我现在每顿也要让乙吃 4

两，一顿，两顿，乙可以勉

强撑下去。如果每天都要

这样，乙必然会出现厌食

等现象。学习也是如此，给

孩子过重的负担，孩子就

会拒绝、磨蹭、消极怠工，

最终把这个孩子给毁了。

             ：看来

家长需要转变观念，并不

是孩子学的越多就越好。

钱志亮：的确是这样。

孩子过多上学科辅导班，

占用了时间，该发展的一

些能力没有发展，比如孩

子的交往、品德、兴趣爱

好、情绪情感等。家长把这

些都丢掉了，实际是舍本

求末。今后是多元化的社

会，一个孩子从家长和老

师那里如果学会了勤劳善

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

好学博爱、以礼待人、诚实

守信、认真做事，那么即便

他的学习成绩不好，也只

是暂时的，将来他一定会

生活得非常充实与幸福，

甚至大有作为。“才”的不

足可以用“德”来弥补，反

过来，一个孩子只有“才”

而没有“德”，是最悲哀的。

任何过早教育、过度

教育都属于“揠苗助长”的

摧残行为。孩子过早、过多

地学习知识或技能，学习

其尚未做好心理准备的东

西，会导致其对学习的退

缩，扼杀其学习兴趣。这样

做表面上似乎是丰富了给

孩子的心理刺激，实际上

该给的刺激没有让其经历，

反而造成刺激剥夺的后果。

过早或过度教育剥夺了孩

子以健康心理走向成熟的

机会，也妨碍了父母以轻

松、愉快的心态参与到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去。所以，

家长要用平常心看待孩子

的发展。

             ：您有

什么具体建议吗？

钱志亮：如果家长让

孩子周末上课外班，两天

中，送孩子补课加在一起

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天。周

六上午一定要让孩子睡好

觉，把一周中缺的觉都给

补回来，下午让孩子上课

外班。周日上午写作业，下

午休息一下，晚上早点睡，

免得“星期一综合征”——

由于生物钟的推迟导致周

一早晨懒得起床，起床了

懒得上学，上学了很难进

入状态。

另外，有的家长让孩

子在家多做题，也是一种额

外负担，我坚决反对。不是

针对性的题目没有用，对孩

子来说是精神折磨。家长应

该多和老师沟通，因为最了

解孩子学习状况的是老师。

小学生的功课，家长一般都

能辅导，可以在老师的指导

下帮助孩子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