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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孩子抄作业，很多
家长都会恼火。作为一名教师
和平顶山市 12355 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
也接触到不少这样的孩子。其
实大部分孩子没有刻意想要欺
骗父母，欺骗老师。所以，家长
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欺骗”的
标签。家长发现孩子抄作业之
后，也不要马上发火，而是要静
下心来，理解孩子的行为。孩
子得到家长理解之后，很容易
信任家长，会将自己的苦衷告
诉家长。这样，家长既能准确
把握孩子抄作业的原因，又能
帮助孩子矫正抄作业的行为。
一味地惩罚，治标不治本。

孩子抄作业无外乎以下几
种原因：1.对学习没有兴趣、没
有信心；2.只想应付作业；3.能力
有限，觉得难，不会做；4.作业太
多做不完；5怕做错，受到批评
和惩罚。

矫正孩子的抄作业行为要
有一定的针对性。

如果孩子因学习没有兴
趣、没有信心，我们需要解决的
是孩子学习兴趣和信心的问
题。平时要善观察、多了解，发
现孩子的兴趣点，由兴趣入手
加以引导；如果原因出在孩子
不会写作业上，那家长应该帮

助孩子寻找正确的学习方法；
如果原因出在作业量太大，孩
子来不及做方面，那家长应积
极和任课教师联系，并征求各
任课教师能否按照孩子学习情
况调整作业量。

如果孩子抄作业是因为自
身的懒惰，那家长要检讨家庭
教育方式了。有些孩子兴冲冲
地把家庭作业带回家，本准备
饭后完成，不料，家中来了客人
聊天，或家长喜欢打麻将、看电
视，根本不顾及孩子的学业，孩
子写作业受到严重干扰，只有
第二天早晨到校“瞎忙乎”，仓
促地完成作业。

与此同时，家长还要认识
到孩子抄作业的积极影响。不
是所有的作业都不能抄，有些
作业是可以抄的。

比如，一些以考查孩子记
忆为主的作业是可以的，抄这
样的作业反而有利于孩子加
强记忆。小学阶段有很多这
样的作业，孩子不必原原本本
地做下来。一些基础不扎实
的孩子是可以抄作业的，这类
孩子可以把老师讲的例题当
作作业重新抄一遍，即使抄作
业答案，也可以起到加深印象
的作用。

（李京晶）

李宏照（平顶山市第二高级中学副校长，高级教师，心理咨
询师，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孩子抄作业？这里有妙招！
本期求助：市民孙女士说，她的孩子上五年级。假期里，她看见孩子曾用手机跟同学联系，内容大致是几个同学相约在

肯德基做暑假作业，如果谁没做完还能顺便抄一点。
如今已经开学一个月了，一想到这条短信，孙女士就会觉得无所适从，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种行为会不会在新学期再次

出现。她想请教一下老师，对于孩子抄作业，家长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让孩子养成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呢？

？？？？？？？？？？？？？？？？？？？？？？？？？？？？？？？

接到这个求助的第一感觉是
复杂的，我一直在思考导致事情发
展到这种程度的责任划分，应该是
家长大于孩子。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做万事都是防范重于补救。尤其
是在相对放松的长假期间，引导孩
子合理分配休息和学习时间是家
长应该提前做好的工作，但是很多
家长忙于自己的工作和事务，还把
假期当作上学，殊不知孩子离开了
学校的大环境，单靠自律性是没办
法做好暑假活动和完成作业的，这
样的话很容易导致失察，如果假期
开始又没有合理计划，势必会导致
后期积压过多的学习任务，一旦超
过了孩子的承受能力，情急之下就
会和同学采取“联合行动”。

我想现在孩子们不会不知道
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有不会写

的题相互商量着来，可以提高效
率。虽然这肯定不是好事儿，但也
未必说明孩子们的作业出现了问
题，更不用担心以后会养成什么坏
习惯，其实从特殊角度看，这反倒
是从侧面反映出孩子们“应对危
机”的能力，所以家长完全没必要
大动干戈，强力制止。那样的话，
不但事半功倍，而且还会暴露家长

“窥探孩子隐私”的行为。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此类事情

再次发生？
再次告诫家长在处理这个问

题时，不要采取“短平快”的速度，
“下黑手”的力度，而需要“熬一锅
心灵鸡汤”：茶余饭后，和家人一起
貌似无意实则有意地聊此类话题，
就说同事或朋友的孩子出现此情
况，家长很焦虑，担心孩子的这一
举动若不及时更正，今后就会影响

孩子的一生，好逸恶劳、不劳而获、
敷衍了事、消极被动……然后以同
龄人的身份，对朋友表示理解，以
此顺理成章地求助孩子，让孩子谈
谈自己的看法，找出一个能够帮助
大人解除焦虑，又能解决问题的方
案来，如此不仅很快就将问题化
解，而且不会伤害孩子的自尊。

认真、按时完成作业不仅反映
每个学生的责任心、自制力，同时
还反映出一个孩子的诚实守信的
优良品质，这也是一个人今后走向
成功的必备基础条件，无论做什么
事，事先规划、事中努力、事后总结，
这样才会达到节时、高效的结果。
但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困难，
应教会孩子坦诚地与老师沟通，以
便于老师因材施教，更重要的是这
也会让孩子从小树立起统筹安排、
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的素养。

感谢市民马女士提供的教子故事，也欢迎广大家长朋友积
极为本栏目提供线索。电话：8022222 邮箱：pdswbxjz@qq.com

不要大声跟孩子说话
以前孩子做错了事，我总是吵

他、打他，一度母子关系恶化，孩子
总跟家里对着干。前几年，我认识
了一位女性朋友，才开始反思，试
着不对孩子大声说话。从我改变
对孩子的态度到现在，是我们关系
最好的几年。

之前我的脾气不好，认为男孩
子调皮，做错事就要批评。他曾经
迷恋上网，严重影响了学习，有时
还逃课。高中时，他不肯上学，还
和人打架，头上流着血也不当回事
儿。原本定好做一件事，他说不去
就不去了，也不给个交代，“像疯子
一样”。我那时特别着急，吵他、打
他，认为他有心理问题，还逼着他
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和孩子单独
谈了两个小时，告诉我孩子一点儿
问题也没有，问题出在我自己身
上。我当时很不理解而且委屈：孩
子做错事，我管教他，还不对了吗？

当时，我认识了一位女性朋
友，很受触动。她说话特别温柔，

从不大声说话，把孩子教得特别
好，家庭也很和睦；不像我们家整
天吵吵闹闹，大家都不好过。我决
定改变自己对孩子的态度。那是
四五年前，孩子正上高三，我想是
不是已经晚了，但事实证明还不
晚。

以前孩子老跟我对着干，自从
我注意了自己的态度，他确实慢慢
变得懂事了。孩子原来根本不想
上学，在高考前两三个月愿意读书
了，最后考上了三本。我们全家都
很高兴，因为按照以前的成绩根本
考不上。

我现在遇到什么事都不着急
了，慢慢和孩子说，态度、口气一定
要好，渐渐地，孩子有事都愿意和
我说。有一次，我正在外地，孩子
腰疼得厉害，给我打了电话。后来
他说，爸爸总能找出理由指责他，
说是不是又吹空调才腰疼，而不是
好好谈论这件事本身。这两三年
来，孩子的性格基本形成，还知道

关心我了，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现在见人就说，不要大声对

孩子说话，不要总是指责孩子。当
你说孩子有毛病的时候，毛病就来
自你身上。对孩子的态度一定要
好，孩子就会给你回报，这是一个
良性循环。 （李科学）

市12355青少年心理健康
服务中心主任赵迎春：对于杨
女士观察的情景而言，父母的
爱与陪伴对孩子成长作用非常
大，第一，她应将孩子带到相对
安静的环境去做作业。第二，
在她督促孩子尽快写作业时，
语气应缓和，并以陪伴的姿态
陪着孩子而不是自顾自玩手
机。这能反映出现在家长在对
孩子管理上的缺失，父母热衷
低头玩手机，忽视了跟孩子的
交流，久而久之，孩子也会效仿
父母，将手机视为自己的朋友。

曾有教育专家一针见血地
提出，父母在陪伴孩子时玩手

机其实是一种“冷暴力”，是对
孩子感情上的冷漠，当孩子有
沟通欲望的时候，父母只顾玩
手机，孩子就有被忽视的感觉，
甚至认为在父母眼中，自己没
有手机重要。为了弥补这种伤
害，孩子可能以哭闹、乱砸东西
等方式吸引注意，或用玩手机、
打游戏等方式来自娱自乐。

我建议家长，放下手中的
手机，把孩子拉在身边多交流，
比如说吃饭时、孩子写作业前
等，多跟孩子聊聊学校发生的
趣事，孩子感兴趣的话题等。
这样既健康，也达到了亲子互
动的效果。 （李京晶）

当孩子在学习时
你在干什么？

市民杨女士观察：这几天
刚开学，我接孩子放学后去了
一家快餐店。

不一会儿，推门走进来一
对母子，他们刚坐下，只见妈妈
从手提包中飞快地拿出手机，
同时大声对身边的孩子说：“赶
紧把作业拿出来，快点写吧！”
说完后，她连头也没抬自顾自

地盯着手机屏幕。男孩一脸木
然，并没有迅速做作业。

五分钟后，这位女士忽然抬
头发现，孩子并没有按照她的意
思做作业。于是情绪变得急躁
起来，大声吵起了孩子。孩子在
骂声中极不情愿地拿出作业，其
间还是东摸摸西看看，做作业过
程并不专注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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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前提 对症下药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