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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而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成了家长的一大困惑和难点，本文从六个维

度展开，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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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网络有这样的报道，父母因为辅导孩子学习被“气”到了医

院，更常常听到家长抱怨孩子的作业辅导成了一块心病，更有甚者被辅

导孩子学习这件事折腾的心脏搭桥……虽然这些是个案，但却真实的反

映出家庭教育中学习指导的一个无奈和困境。 

当下，很多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这样的心态下，“指导

孩子学习”成了家庭教育中的一大难题。让学习在家庭教育中正增长，

是当下需要指引家长的一个重要话题。 

1 由“替代型”转变成“示范型” 

检查作业不是父母的事，而是孩子学习技能的一部分，家长只需告

诉孩子检查的方法即可，演示一遍，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内化检查的方

法，锻炼孩子自己来完成作业的检查，由开始的孩子认为“检查是父母

的事情”逐渐转化到 “父母和孩子一起来检查”， 后转向“孩子独立

来完成”，这样对家长的指导才是有效的。 作为家长，应指导孩子认真

看老师批改后的作业，错处要及时认真查出错误原因，并改正。还可以

帮孩子建立一个错题集，把错过的题目记录下来，随时进行再复习。这

样经常做下去，不仅可以使孩子掌握好所学知识，而且有助于他们养成

良好的做作业的习惯，提高其学习能力。如果每次作业后都养成自查的

习惯，会在较大程度上抑制孩子草率作业的心理，使他们从小就开始形

成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学习作风。  

2 由 “批评型” 转变成“成长型” 

首先不要看到孩子有错误就一顿批评，既要对孩子好的地方乘机表

扬，也同时明确告知孩子有错误，引导孩子逐渐发现错误，并自己加以

改正，这样既可以克服孩子的恐惧心理，又可以让孩子在错误中加深认

知，内化对知识的理解，当然孩子靠自己是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家长可以

适度帮助。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家长，对孩子回家作业的检查不是告知

一个结果，而是注重过程的引导，走出“家长直接告知答案”做带来的

学习障碍。 

3 由“陪读型” 转变为“引导型” 

在以往的调查中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回家学习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

是时刻不离的陪伴（让孩子有紧张感，会让孩子感觉父母在监视他）；二

是以家长为主导的控制，对孩子的学习指指点点。（一发现孩子作业有误，

第一时间出来阻止，这种解决问题不仅会阻碍孩子独立思维能力的发展，

更会让孩子处于战战兢兢中，时刻担心出错得到家长的职责）；三是热心

的却而代之，这种好心的“代劳”不仅不利于孩子对新知的复习和巩固，

时间长了还会让孩子以来父母，离开父母这跟拐杖无法独立行走。  

我们要知道家长，逐步放手，循序渐进 。对于孩子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不要直接告知，可以告诉孩子哪个部分或者哪个题目有问题，然后让

孩子自己发现错误，不断的鼓励孩子，如果家长给的范围过大孩子发现

不了问题，家长可以适当缩小范围，逐渐的缩小孩子的检查范围，这样

既可以减轻孩子的畏难情绪，又实际上增强了一点孩子检查的能力。  

4 由“主宰型” 转变为“合作型” 

在绝大部分的家长眼里，认为孩子既是自己的唯一，孩子也是自己

的全部，于是对孩子学习的所有事情都是,说一不二，孩子的事情父母说

的算，对待孩子学习的辅导上，指导师可以建议家长身份的一个转变，

由“主宰型”转向“合作型”。学会静下来听听孩子的想法，在适当的时

候与孩子一起成长。比如对于小学的孩子家长而言，家长要学会“示弱”,

懂的装作不懂来请教孩子。这就要明确作业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完成

老师布置的任务，而是对一天所学内容的很好的父子，利用做作业的时

间帮助孩子“温故知新 ”，和孩子一起复习当天所学的知识，不但可以

提高做作业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提高作业质量，更提高了孩子学习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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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走出家长主宰，你会不我主动告知，你错了我主动纠错的局面，而

是听孩子说一说的机会，这点对小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 

“家长装傻”是非常有效的激发学习兴趣的手段之一。陪伴检查的过程也

是同样，家长“示弱”给孩子表述的舞台，增强孩子自信的同时，也让

孩子有很强的成就感， 主要的是知识在孩子心中再一次内化自然刻骨

铭心，学习成果自然会很显著。  

在以上几个过程中家长要帮助孩子梳理时间意识防止拖拉 ，帮助孩

子建立规范意识，作业格式规范的要求等都要注意。 

5 由“经验型” 转变为“学习型” 

很多家长认为辅导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学习时间简单的事，我都本

科毕业，难道还辅导不好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乃至一个高中生吗？

现实的家庭辅导中会出现家的无能为力，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看起来简

单，实则是相当困难，远远超出了家长的能力范畴。家长们会慢慢的发

现仅仅凭借家长的知识经验满足孩子的学习辅导是有难度的，许多家长

无奈中安装了“作业帮”、 “小猿搜题”等软件，看完答案照葫芦画瓢，

其实这样给孩子做辅导就相当于知识的搬运工，孩子就算能够把题目做

出来，但对其能力提升也是不利的。当家长的经验在指导孩子无效时，

生气、发火等情绪就会流露出来，可是即使家长再怎么努力，孩子可能

根本买账，甚至家长也会很劳累很无助。家长辅导孩子，没有老师一样

的方法和技巧，大多数家长还真做不来的。所以，给孩子辅导作业，一

定要提升家长素养，家长要不断的学习，不仅仅告知孩子问题的结果，

更要引导孩子思维过程的产生，由“经验型” 转变为“学习型”，做一

个与时俱进的家长。 

指导师要指导家长做好三点：首先辅导的责任不是帮助孩子完成作

业，而是引导孩子学习过程的发生，思维的呈现；其次，家长必须得从

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不能以大人的经验来和孩子讲解，对孩子来说一

头雾水就很正常了； 后，家长应该知道孩子需要什么。要充分的了解

自己的孩子，学习遇到困难时孩子需要的不是指责，也不是放任，而是

鼓舞和激励，方法的指引，孩子成功时需要的不仅仅是掌声，还有经验

的总结，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就是对家长是否能够不断学习进取的 好测

试。做一个学习型的家长，才能促进孩子更和顺的成长。 

6 由“主导型” 转变为“沟通型” 

家庭教育不可能不涉及学校教育。那么在教育当中，有一个不能回

避的问题，就是父母怎么和老师的沟通。没有家庭与学校的配合，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可能陷入困境，很多家长有一种错觉，只要接到老师

电话准没好事，他们 不想看到的就是老师的电话号码，对老师的恭敬

中心有恐惧，其实这也是家校沟通不畅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您是家

庭教育指导师，平时对家长不能只报忧不报喜，不紧张爱孩子出现问题

时联系家长，更要在孩子有进步时和家长联系给其激励。当然我们也可

以引导家长发现孩子成长的问题或者困惑的时候能够主动和老师沟通，

尤其是一些“问题”学生，家伙在那个可能有沟通障碍，被动的会被老

师请到学校来，我们可以明确的引导家长,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 建立

积极沟通的意愿，主动走近老师，是与老师进行有效沟通的关键。   

任何沟通都需要诚意，家长与老师也不例外，如果家长拿出沟通的

诚意，而老师在与家长沟通时能够平和、客观，这样就容易统一认识，

选择一种更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可以避免老师讲一套，家长做一套，

学生无所适从的情况。 发现问题要及时与老师沟通，形成合力，不可放

着问题不解决。家长老师要经常通气。沟通方式可以和老师商定或选择

你 擅长的。面谈是 好的沟通方式。通过与老师零距离的沟通，让老

师对孩子在家里的表现有更深刻的了解，而家长也从老师的口中知道孩

子在学校的样子，这样双方更容易达成共识。也可通过电话和短信沟通，

在你不确定打电话时间是否合适时，短信是个折中的方案。你感到沟通

有困难时，也是不错的方式。  

只有科学的养育才能 大限度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只有科学的家

庭教育才能 大限度调动孩子成长的内驱力，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助力

为孩子的成长幸福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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