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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为区域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教育而

编写的《家庭教育百问读本》中《牛牛戴领巾》的配套微型课程讲义，旨在让学校

教师能有效地指导家长进行家庭教育，为教师指导家长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方

法。本书共十讲，围绕家庭生活、学校活动、健康成长、个性发展等内容编写，可
以给有关教师指导家庭教育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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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在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中，主动

担负起区域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提升的责

任，并把这项内容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供这类家庭亲子共读的这

套《家庭教育百问读本》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地传递了科学的家庭教

育理念、内容与方法。为了让学校教师能有效地指导家长进行家庭

教育，我们又配套编写了该套读本的微型课程讲义，为教师指导家

长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本书与《牛牛戴领巾》配套使用，全书共

十讲，围绕家庭生活、学校活动、健康成长、个性发展等内容编写，可

以给有关教师指导家庭教育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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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子成长的导航员／１

———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

二、成为孩子的骄傲／８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三、分享教育的快乐／１５

———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

四、智慧学习的开端／２０

———让孩子学会预习与复习

五、你不必很完美／２９

———让孩子拥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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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留给孩子一小时／３７

———陪伴孩子有趣地玩耍

七、自己做事的乐趣／４２

———教会孩子学做家务

八、呵护小小的阳光／５０

———让孩子喜欢写日记

九、学校规则的守护／５６

———了解学校相关的规章制度

十、锻炼的小秘诀／６２

———让孩子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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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子成长的导航员
———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

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老

师，每个老师关心孩子的时间和程度也不一样，孩子会记住

某位，也会遗忘某个。而孩子的父母却终身陪伴着孩子成

长，每时每刻关心自己孩子的发展。从生活方面、学习方

面、情感方面，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孩子，所以父母

是孩子的首任教师，也是终身教师。

宋庆龄曾说过：“孩子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

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

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孩子的发展也起到重要

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

庭。”所以，我们家长要努力做好孩子的导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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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对象

二年级学生家长。

指导目标

如何正确关心孩子的生活与学习，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质。

指导重点和难点

１．关心孩子的饮食健康及作息时间安排。

２．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学习，还要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

指导内容和步骤

家长应该怎样做好孩子的引路人？首先，是要关心孩子的身体

健康，要从孩子每天的饮食和休息开始，有了强壮的身体才能健康

成长，也才能更有精神地学习。其次，是要和孩子一起学习共同进

步，努力做好孩子的家庭老师。第三，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家长的言

行就是孩子学习的范式。

一、关心孩子的健康

１．养成在家用早餐的习惯。

（１）案例引入：一个沉迷游戏的男孩子

老师发现，五年级学生小黄上课总是精神恍惚。通过其他同学，老

师了解到，小黄沉迷于网络游戏，经常趁父母不在家时上游戏机房打游

戏。可是，家长对孩子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还说，他不会有钱去游戏机

房。老师从小黄那儿得知，由于家长打工早出晚归，从三年级开始每天

给他１０元钱买早饭吃，他就拿着吃早饭的钱去了游戏机房……

分析：

这个案例中，家长由于工作忙碌，给钱让孩子自己买早饭，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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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拿着钱没有好好吃早饭，而是去了游戏机房。这是我们家长都

不想看到的结果。长期不吃早饭，肯定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健康，

假如孩子的父母能预见到现在的后果，他们肯定会抽出时间帮孩子

准备好早饭。（当然，瞒着父母把钱用在打游戏上，还会影响孩子其

他品质的发展，这里暂且不作讨论）

（２）讨论：边走边吃早餐的几种弊处。

① 边走吃边早餐，不但不卫生，也往往让学生没有安全感，会引

发孩子焦虑等症状。

② 在校门外匆忙吃完早饭直接进校，由于身体消化食物需要一

定能量，会影响到孩子上午第一节、第二节课的学习效果。

③ 在路上或校外吃早饭，也会出现校外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

问题。

２．关注孩子学习和休息时间的安排。

（１）调查：家长能否保证孩子每天１０小时睡眠。

睡眠其实比喝水吃饭还要重要，因为睡眠对孩子的代谢功能和

免疫功能都会有影响。“世界睡眠日”曾提出一个标准，小学生的睡

眠时间是１０个小时，初中生９个小时，高中生８个小时。如今不少

孩子肥胖或患小儿糖尿病，也是因为睡眠的不足。孩子睡眠不足可

能导致精神不集中、意志力低下。

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在抱怨说孩子的作业都要做到很晚，影响

到孩子的睡眠，而且这些学生由于恶性循环，情况会越来越差。

（２）原因分析。

① 孩子时间观念较弱，回家以后可能没有家长督促，一直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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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回家才开始写作业。

② 低年级孩子的注意力短暂且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导致作业做做停停，做得很慢。

（３）方法建议。

① 给孩子准备一个时钟，明确孩子几点钟做作业，几点钟吃完

饭，几点钟可以看电视，几点钟睡觉等等。

② 给孩子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一心一意去做一件事。

家长不要一会儿问他是否要喝水，一会儿又到房间拿点东西，不停

地进进出出；也不要让孩子边做作业边听你和别人聊天，更不要在

孩子做作业时在家里打牌、打麻将等。

二、陪伴孩子一起学习

１．和孩子一起安排好每天的学习任务。

无论家长是否有时间监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首先，要让孩子

对每天回家的作业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做到心

中有数。坚持这样做，孩子会养成有计划有步骤做事的好习惯。其

次，尊重孩子的合理要求或意见，让孩子不排斥这种做法，他们就会

主动地去实施。

２．和孩子一起寻找答案。

在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当孩子遇到不会写的字词问家长时，家长

应拿出工具书和孩子一起查答案，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这样，一

则告诉孩子应该从哪里找答案，二则让孩子学会依靠工具书来学习而

不是靠家长。当孩子遇到不会读的英语句子时，要学会听磁带跟读。

当孩子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时，家长应尽量与他一起讨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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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指导孩子自己检查作业。

一年级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让家长来检查孩子的作业，但这

样的行为不能一直沿用下去。因为一来家长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

间和精力，有时忘记检查或没有时间检查，反而会遭到孩子的指责；

二来长此以往孩子养成了依赖性，反正家长会帮忙检查，自己就不

讲究作业质量。所以，家长应指导孩子自己检查作业。

三、成为孩子的榜样

父母是离孩子最近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孩子都历历在目。

１．学会冷静处理问题的方式。

孩子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家长会着

急、会生气，有时会暴跳如雷，甚至用打孩子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

处理方式往往会使局面变得更糟糕，而且会让孩子无形中学会了遇

事不冷静的处理方式。

建议：遇到孩子做错了事，家长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分析孩子发

生问题的成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后，再和孩子谈心。这种处理

问题的方法，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久而久之，当孩子遇到问题

时，也会学会思考，学会分析，理性解决问题。

２．牢记“身教重于言教”。

列举：学习一则育儿记事———“言传身教”

儿１１岁。我与妻子久居异乡，每日致电老母亲问候。一日去

电，是小儿接电话：

“爸爸，您好！”语气很兴奋！

“嗯，好！奶奶呢？请奶奶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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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为什么每天只给奶奶打电话呀？”

“这有什么好奇怪？因为那是我妈！”

“那我呢？我也想你们！”

“你找你妈去呀！”

“哦！”

从此，妻子每晚６点能接到儿子来电问候，风雨无阻，至今已８年！

小结：这则育儿记事让我们明白，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能光

靠用嘴说的。如果家长不看红绿灯乱穿马路了，却让孩子看好红绿

灯过马路，他们会听吗？如果家长随手乱扔垃圾，孩子还会讲卫生

吗？所以，想要告诉孩子做人的正确道理，除了正确指引以外，言传

身教是最有效的方法。

３．与孩子分享家史。

讲述家史，可以让孩子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从而体谅父母，同

时也让孩子看见自己拥有的幸福，珍惜现在的生活。还要让孩子感

到，只有通过全家的共同努力，才能让这份幸福永远延续下去。分

享家史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１）给孩子讲讲老家在哪里，讲讲老家的特产、交通等。

（２）讲讲祖辈和自己的奋斗故事。

（３）讲讲现在孩子的学习条件和父母儿时的学习条件。

（４）说说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听听孩子心中对父母的要求。

总结：

每位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也都想成为优秀的家长。那

么从现在起，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努力做好孩子的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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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孩子成长的路程上和孩子共同前进。

附故事一则：

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曾在父亲去世后，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

滴，她希望父亲对她的点滴小事，在影响作为子女的她的同时，能影

响更多的中国人。大约在１９３６年，张心庆的祖母突然生了重病。

那时，父亲张大千正在外地工作，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回安徽郎溪老

家。张大千刚一迈进家门，就把自己的包袱往旁边一扔，径直奔进

母亲的房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给母亲叩头，表达自己

的歉意。不一会儿，父亲奇怪地跑进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一盆热

气腾腾的水，放在祖母的床边。然后父亲扶着祖母，给她穿好棉衣，

又抱着她坐到床边上，慢慢地给祖母脱下袜子，把祖母的脚放进温

水里，给祖母洗脚。身为孙女的张心庆在一旁看到这一幕，感动地

落下泪来。张大千随后叫过女儿，让她去拿一个小板凳过来，以便

他给祖母修脚。父亲手捧着祖母的脚，比对待自己的字画还要仔

细，生怕自己动作太大，伤了祖母。祖母望着父亲，脸上现出一丝丝

的笑容。以后的日子，张大千还坚持每天亲自给母亲熬药，端到母

亲的床头，先尝一尝温度，再慢慢地用小勺喂母亲吃药。每天睡前，

张大千都要带着女儿一起去看看祖母，如果发现祖母被子没盖好，

张大千都会轻轻地给祖母掖好被子，然后掩上门离去。幼年的这些

事，在张心庆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心里默默地感叹：父亲多

么孝顺啊！长大以后，我也要像父亲一样，爱祖母、爱妈妈！

（本讲编写：黄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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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为孩子的骄傲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孩子呱呱落地，首先进入的就是家庭。如果说孩子是

一颗种子，那么家庭就是土壤，家庭氛围便是空气和水分。

孩子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

度过的，无可选择地接受着家庭生活的种种气息。父母生

活习惯、志趣爱好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等，无时无刻不对孩子

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家庭氛围直接影响到孩

子性格乃至人格的形成，对孩子个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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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对象

二年级学生家长。

指导目标

１．使家长们认识到，良好的家庭氛围建设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重要性。

２．指导家长努力营造一个整洁、温馨的家，把家庭构建成孩子

成长的乐园。

指导重点和难点

１．了解什么是家庭氛围，认识到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孩子健康成

长的密切关系。

２．懂得如何营造一个整洁温馨、民主向上、勤俭持家的良好家

庭氛围。

指导内容与步骤

一、故事导入，引出课题

１．故事《孟母三迁》。

孟子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只靠母亲一人独立抚

养。起初孟子的家在墓地旁边，调皮的小孟子和邻近的小孩就一起

学着大人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办理丧礼的游戏，小孟子的母亲看

到了就皱起眉头，心想：“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

于是，她就带着小孟子搬到市集附近住。到了市集，小孟子又

和邻近的小孩学起了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他们一会儿鞠躬欢迎“客

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演得像极了。这时孟子的母亲又皱

起了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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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小孟子开

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并且喜欢读书了。母亲很满意，微笑地说

道：“这里才是我儿子应该居住的地方啊！”

２．家长交流。

听了这个故事，请各位家长谈谈自己的想法，也可结合自己，说

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上海，在这里求学呢？

３．教师小结。

家长们都非常有意识，认为生活的大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

重要的，也希望上海的高质量教育能给孩子带来更多健康成长的机

会。大的环境固然重要，但我们更要注重家庭小环境，营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今天，我们就一起谈

谈如何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４．引出课题：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二、指导内容与方法

（一）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意义

家庭氛围是指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的气氛、生活态度和生活方

式。它客观地存在于每个家庭之中，并且影响着生理和心理都正在

处于迅速发育和发展过程中的孩子。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和谐

温馨的家庭氛围是很重要的。

１．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教育孩子学会做人。

① 出示调查数据：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对中小学生家庭

的一次调查表明：生活在家庭成员关系和谐友好的家庭中的学生，

品德优良的占３９．３％，学习成绩优秀的占１８．５％；生活在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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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紧张、时常争吵的家庭中的学生，品德优良的占３３．３％，学习成

绩优秀的一个也没有。

②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和谐温馨的家庭气氛可以使孩子感

到生活乐观，信心十足，能热情关心他人。相反，在家庭关系冷漠、

紧张、争吵不断的家庭中，孩子焦急恐惧、缺乏安全感和情绪不安。

父母是孩子接触最多，也最信任的人。作为父母，要努力营造和谐

温馨、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教育孩子学会做人。

２．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能力。

① 有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选择一些成绩优秀的三、四

年级小学生抄写课文半小时，把他们分在三种不同的环境氛围中：

第一种，父母在隔壁看电视或放录音磁带；第二种，父母断断续续地

大声谈话；第三种，宁静的环境。

② 讨论：请家长说说实验的结果会如何？

结果分析：第一种环境，在连续性高噪声的干扰下，孩子注意力

分散，心里烦躁不安，抄写正确率只有７０％左右；第二种环境，孩子

是在间歇性的、低频噪声的干扰下，孩子有时偏头倾听父母的谈话

内容，有时又关注自己的作业，抄写正确率为８５％左右；第三种环境

安静，孩子能保持平时专心致志的学习习惯，抄写正确率保持在

９５％以上。

教师小结：由此可见，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形成，不仅要依靠子女

稳定的心理因素，还要依靠家庭氛围的支持。

３．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教育孩子学会做事。

① 案例：天津《每日新报》曾发表过《１８岁大学生不会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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