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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天回家辅导一下作业、
周末上几个课外班，带孩子虽然很忙
很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现在，仅剩
的一个英语课外班也停了，真不知道
以后这么多时间怎么打发了。”北京
的小学生家长姜婷（化名）说。

长久以来，学生学业负担重是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一大“顽疾”。

今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意味
着我国教育改革迈入了深水区。”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
所长、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导专委会
秘书长边玉芳在近日由中国青年报
社、北京卫视主办的青少年家庭教
育研讨会上这样说。

“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变化已
经显现：孩子上学时间晚了、作业大
多在学校完成了、周末也不用再去
一个个课外培训班“赶场”了。那
么，多出来的时间干什么？家长应
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双减”之后
如何当父母？成了摆在很多家长面
前的一道“必答题”。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并于明年
起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已不再是“说说而已”，而
是写入了法律：“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
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
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由此，家长管娃这件“家事”将
成为法律框架下的“国事”。家庭教
育的质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也
越来越明显了，家长必须承担起应
负的责任，而不能再当“甩手掌柜”。

如果说“双减”之前的家长们是
想尽办法“鸡娃”、“拼孩子”，那么

“依法养娃”之后，就要“拼”家长了。
家长们是时候该作出改变了。

改变一：不能再甩锅给手机

家庭教育中最大的难题是什
么？不少家长都投票给手机，甚至有
些家长把手机称为家里的“不定时炸
弹”，很多家庭矛盾都由它而起。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
了《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
2020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8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94.9%，超过
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
使用互联网。同时，手机是未成年
网民的首要上网设备。

这是一份针对全国近 3 万名小
学、初中、高中及职业学校学生的抽
样调查，他们中有00后，更多的则是
05后和10后。

这些数据的背后，是网络对于
05后和10后这一代孩子来说已是有
如空气般的存在，与上一代不同，他
们与网络之间的桥梁已经从电脑变
成了更为便捷的智能手机。

而当这些抽象数据还原为真实的

家庭生活时，痛苦和冲突随之而来。
“不碰手机，儿子就是天使，只要

拿到手机，‘天使’瞬间就变成‘小恶
魔’。”北京的初一学生家长华欣（化
名）说。

不久前的一个夜里，华欣起床喝
水，突然瞟见儿子房间里闪过一道微
弱的光，华欣很纳闷，便轻轻地走进了
儿子的房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儿
子也闭着双眼似乎已经睡着了。

华欣离开前，准备把放在儿子
枕边的手机换个地方。“刚一碰到手
机我就发现手机竟然是热的，甚至
有些烫手。”华欣说。

就在华欣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儿时，儿子突然坐了起来，从华欣手中
大力抢过了手机，并瞪起了眼睛。

突然发生的变化让华欣感到震
惊，而更让她震惊的是，儿子眼中冷
漠的目光。

就在一抢一夺之间，亲子之间的
和谐不见了，家庭矛盾也随之升级。

问题是不是出在手机上呢？
当家长们对手机“恨之入骨”的

时候，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
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研究室副
主任朱迪告诉家长们：“网络里也有
风险，面对网络风险时大多数青少
年的处理方式是‘不理会’。”

她所在团队的研究显示，如果
分享的话，他们告诉同学的比例是
16.24%，高于告诉父母 15.29%的比
例。按理说，父母本应该是孩子们最
信任的人，尤其是在遇到危险时。但
事实是，青少年在面对网络风险时，他
们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或者是告诉
他的同辈朋友，之后才是家长。

手机难题的背后，是在一次次
的亲子互动和摩擦中，父母正在失
去孩子的信赖，而这才是家庭矛盾
频频发生的症结所在。

“研究表明，青少年上网所做的
事情排名第一的是学习，包括查资
料、传递作业等等，排第二的是听音
乐，排在后面的是游戏、聊天以及短
视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心理
学会理事雷雳说，从这个排序来看，
问题并没有家长想象得那么严重。

一名中学生曾经这样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爸妈拿着手机
就是在工作查资料，怎么我一拿起
手机就是玩游戏？他们越这么说，
我就越玩。”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恽
梅指出，现在的家庭教育中有一种“经
验性伤害”，就是父母总带着自己过去
成长中的经验去要求现在的孩子。

“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喻时代了。”
恽梅说。家长不能再把原来的经验
用在家庭教育上了，必须跟孩子一起
学习。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孩子，
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回原来的信任。

雷雳教授指出，当下网络对于青
少年的成长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青少年为什么特别喜欢网络、
音乐、游戏？”雷雳说，每一个青春期
的孩子，都有一个成长中必须完成
的心理发展任务，就是解决自我认
同的问题：要搞清楚我是谁，别人怎
么看我，我的未来什么样？网络恰
恰给青春期的孩子提供了探索的平
台和空间，而且，在网络中犯错需要
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小。比如，一个
男孩子在现实社会中穿裙子上学
去，可能会“社死”，但是在网络上，
大不了改回来就行了。

要防止青少年的网络沉溺，但
是绝不能用“堵”的办法，更不能不
让青少年接触网络。

改变二：不能再甩锅给时间

“家庭教育领域中存在着一种
习惯性外包的现象。”恽梅说。

以前，一说到家庭教育，不少家
长就会说“没有时间”或者“工作太
忙”，于是把学知识的事交给课外培
训机构、把学技能的事交给专业的
教练，连给孩子增强营养的事也

“包”给了外卖。
是时间的问题吗？
边玉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现

象：去年年初，因为疫情防控的需
要，不少孩子和家长留在了家里，按
理说家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
了，可以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了，但
是亲子冲突却明显增加了。“这说明
不是时间的问题，一些家长不知道

应该如何安排孩子，很多家长不知
道如何跟孩子相处。”边玉芳说。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80.7%的受访家长平时在家庭教育中
有很多的困惑，94.7%的受访家长期
待家庭教育促进法能够帮助自己缓
解教育的焦虑。

其实，并不是家长们没有能力
给孩子们制定“时间表”，而是“时间
表”上的内容过于单一。

在由奥运冠军、腾讯成长守护
沟通计划发起人邓亚萍主导策划的

《敞开心扉的少年》节目中，有这样
一个典型的家庭。

7岁的小女孩上小学一年级，学
习成绩非常好，但是妈妈看到周围有
孩子还会额外学习一些内容，担心女
儿被别人赶超，便四处找题，每天给
女儿额外加作业，小女孩形容每天的
题量“有正反面两张A4纸那么多”。

这样的例子虽然极端，但是并
不少见。

“有一次我给大学老师做讲座，
提到家长应该把孩子40%的时间空
出来，一位大学老师马上说‘那是绝
对不可能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
兼专家委员会委员储朝晖说，因为
这位家长已经用学习把孩子的所有
时间填满了。

“我们的家庭教育知识化、学校
化、技能化的特点已经越来越突出
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说。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完全不
一样的教育，家庭教育没有大纲和教
材，更没有做不完的习题。家庭教育
其实要经历一个“去学校化”的过程。

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呢？
“家庭教育一定是这样的，今天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孩子做得不够好，
这时候，家长的教育机会来了；或者邻
居家发生了一件事，也可以成为家长
的教育机会；同样，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事，也是家长的教育机会。”边玉芳
说。家庭教育应该发生在每一天的任
何一个时刻，应该就发生在饭桌上。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每 5 年会
进行一次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的
调查。该中心 2015 年的调查显示，
有近六成的孩子每周有6-7天与母
亲一起吃晚饭，与父亲一起的比例
为四成多，与 2010 年相比有小幅增
长，但是同时，也有近两成的孩子每
周跟母亲一起吃晚饭的次数不足两
次，三成的孩子跟父亲一起吃晚饭
的次数不足两次。

参与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讨会的
多位专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归生
活，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家庭生活中
最典型的场景。

都说这一代家长学习能力强，但
是会学习并不意味着会教育。“很多父
母看书的读书笔记就很厚，重要的是
要把学到的内容做出来。”恽梅说。

所有的改变，归为一点就是家长
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放下身段，真
正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据中国青年报

“双减”之后如何当父母
别再把家庭教育的问题甩锅给手机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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