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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假期里的“作业困
局”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
学生之中。孩子们普遍反映，假期本是他们放松身
心、探索兴趣爱好的黄金时期，一想到还有不少假
期作业，他们就感到十分有压力，但因为没有学校
的严格管理和老师的日常督促，加上外界因素的影
响，往往在行动上容易拖延，导致作业一拖再拖，
最终临近假期尾声出现“匆忙赶工”的现象。
　　周华解释，孩子对假期作业产生抵触情绪，其
根源在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孩子的心理需求

未得到充分满足。在长时间的学习压力下，孩子们
渴望在假期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快乐，而作业则成
了他们追求自由路上的“绊脚石”。其次，自我管
理能力的不足也是导致孩子们作业拖延的重要原
因。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孩子们往往难以自
我约束，导致学习计划一拖再拖。最后，家庭环境
和学习氛围的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长
没有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或者没有给
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孩子就很难保持对学习的兴
趣和动力。

  巴黎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很多家
庭守着电视机为我们国家的奥运健儿加油打
气。我们在欣赏竞技体育盛宴的同时不要忽视
身旁的孩子，奥运会同样也是教育孩子的良好
契机，很多道理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告诉孩子。

励志教育——— 学会专注与坚持

　　奥运会，是一场励志教育。我们所看到的
金牌和荣誉，飒爽英姿、风光无限的背后是奥
运健儿们付出汗水、泪水换来的。
　　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
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昌雅妮夺得金牌。很
少有人知道，昌雅妮在巴黎奥运会开赛前四个
月曾遭遇严重的肩伤，给两人的奥运前景蒙上
阴影，但她们直面困难、战胜困难。这枚奥运
金牌就是对两人多年努力与拼搏的最好回报。
　　带孩子看奥运会，同他们讲讲奖牌背后的
励志故事，教会孩子们坚持和专注，让孩子们
相信：不懈努力，可以创造奇迹。

兴趣教育——— 让孩子爱上运动

　　让孩子发现运动之美。健美的身体、优雅
的动作、迸发的激情……
　　让孩子从欣赏美开始，对运动产生兴趣。
　　让他们知道，健康的身体是一生最宝贵的
财富，还要让他们知道锻炼不仅能改善体质，
更能磨砺意志。
　　奥运会赛场上精彩纷呈，带着孩子们一起
观看可以激发他们对于运动的热爱。家长不妨
趁机发展、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丰富孩子
们的生活。

性格教育——— 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赛场上，不仅仅有竞争，也应该有尊重；
有千锤百炼之后的艰难胜利，也有千辛万苦之
后的功亏一篑；有强劲的对手，也有真挚的
朋友。
　　陪孩子看奥运会，告诉他们：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你自己。孩子在体育中学到的不仅有
竞争，还有更深的道德层面的东西：对手赢
了，在场边鼓掌；对手输了，也要温暖鼓励。

逆商教育——— 失败者也是英雄

　　赛场上，有胜利的狂欢，就有失败后的落
寞。这两种感情交织，正是体育竞技的魅力所
在。巴黎奥运会击剑女子重剑个人赛第二轮结
束，东京奥运会冠军孙一文无缘十六强。当天19
时许，“@击剑孙一文”发文回应：“竞技场，
早就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输赢，接纳一切。击剑
对我而言，已经不仅是取得荣耀，而是希望给
练击剑、练体育的孩子们做好榜样，告诉大
家，不畏惧困难，不害怕失败，一直向前，一
直勇敢，一直为热爱奋斗……”
　　失败不仅是运动员无法避免的议题，也是
孩子的。是比赛，就会有输赢。陪孩子观看奥
运会，会看到奥运健儿们因失利流下遗憾泪水
的画面，他们会握手鼓励、会相拥安慰。这份
面对失败的坦然和不服输的劲头，也是我们需
要教给孩子的。

规则教育——— 规则下才有真正的自由

　　运动场上是最讲究规则的。团队协作讲规
则，公平比赛讲规则，裁判判定也讲究规则。
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比赛才能公平。规
则之下，才有真正的公平和自由。培养孩子对
赛场上规则的敬畏，实际上也是在培养他们对
生活中种种规则的敬畏。

多元文化教育——— 尊重差异才能文化共融

　　奥运会是各国运动员展示才华的舞台，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竞技风格使得比赛更加丰富多
彩。要引导孩子尊重各国运动员的差异，理解
并欣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还可以利用奥
运会这一多元文化交汇的平台，向孩子介绍不
同国家的文化、风俗、服饰等，培养他们的跨
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视野。  据《中国教育报》

 学生假期里的“作业困局”为何会出现

  面对众多家长反映的孩子写作业不专心、爱拖
拉的问题，周华表示，家长们可以试用一下“限时
法”“中途安抚法”及“直接要求法”三大策略，
有效改善孩子在完成作业时存在的爱拖拉、不专心
等问题。
　　周华建议，家长首先要对孩子作业量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并基于此估算出一个合理的完成时间，
采用“限时法”培养时间观念。随后，与孩子进行
开放式的沟通，询问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多少时间来
完成作业。在作业过程中，若发现孩子偶尔分心，
只要不影响整体进度，家长可适当给予空间，毕竟
家庭环境相对学校更为宽松。然而，当孩子出现明
显的拖拉行为时，家长可以适时提醒，如温柔且坚
定地说：“你已经专注地做了15分钟，继续保持这
份努力哦！”以此鼓励孩子更加珍惜时间。
　　当孩子表现出做作业拖拉的行为，且家长认为
需要介入时，可采用“中途安抚法”。以关心的口
吻询问孩子“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爸爸
妈妈帮忙吗”之类的话语，这样的提问可将孩子的
注意力重新引导至学习上。若孩子回应并无难题，

家长则应以平和而坚定的态度表达信任，给孩子鼓
励和空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中断孩子的拖拉行
为，还能让孩子感受到来自家长的支持与期待，从
而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力。
　　若上述两种方法均未能显著改善孩子写作业拖
拉的问题，周华建议家长们再尝试“直接要求
法”。在此方法中，家长一定要事先了解孩子的作
业量，并直接提出一个明确的完成时间。重要的
是，家长在提出要求后必须说到做到，执行过程中
保持情绪稳定，避免发火或情绪化反应。通过这种
方式，让孩子明白家长的决定是严厉且不可动摇
的，从而促使他们认真对待作业，提高完成效率。
　　周华还特别提醒家长，在督促孩子写作业的过
程中，家长的沟通方式和态度至关重要。她建议家
长采用积极、鼓励性的语言与孩子交流，讲明道理
而非一味指责。同时，避免给孩子贴上负面标签，
如“你总是这么拖拉”等，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
担。相反，家长应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学
习环境，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保质保量地完
成假期作业任务。

 “三法”并行解决爱拖拉、不专心问题

陪孩子看奥运

这六个道理要告诉他

  如何让孩子在享受假期的同时，还能保持学习
的热情和动力，自觉主动地完成作业呢？周华表
示，制订科学合理的暑假作业计划是破解“作业困
局”的第一步。家长要与孩子协商学习计划，确保
计划中既有充足的休息娱乐时间，也充分考虑到学
习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对于有出行计划的家庭，提
前规划好作业进度，让孩子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
能保持学习的连贯性和规律性。每天设定1小时至2
小时的学习时段，既能满足孩子的学习需求，又不
会让他们感到过于压抑。
　　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周华建议家长采取“适度
放手，适时引导”的策略。她解释，家长应避免过
度干预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以免造成孩子的反感和
抵触情绪。相反，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和
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管理时间和完成任务。家长

要设定定期检查的时间点，以了解孩子的作业进展
和学习状态，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同时，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家
长还可以采取适当奖励的方式，鼓励孩子完成每天
定量的作业。奖励可以是孩子感兴趣的物品、活动
或是一次小小的表扬，只要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完成
作业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即可。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可以规避代写和抄作业的现象，还能帮助孩子建立
起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自信心。
　　此外，周华表示，培养孩子专心写作业的习惯
是十分重要的。专心是高效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家
长应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整洁、无干扰的学习
环境，减少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干扰，让孩子
能够集中精力完成作业。家长更要以身作则，减少
不必要的娱乐活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破解“作业困局”需家长孩子共同努力

家长必备小妙招

破解假期“作业困局”

 孩子们在享受假期
的美好时，作业有时会成

为他们的小烦恼。怎样使作业
不再成为负担，转变成一场能激
发孩子学习兴趣的“游戏”，是众
多家长关心的问题。近日，记者与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
导师、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师、山
东省家庭教育志愿者、潍坊中
学专职心理教师周华深入讨

论了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