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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变“发号施令”的态度

孩子不爱学习、不爱写作业，一部分原因

在于，学习和做作业的过程需要动脑，是一件

费力费心的苦差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家长在

督促孩子学习时，往往很快就消耗光了耐心，

开始用命令的态度与孩子进行对话。

“赶紧写，磨叽什么！”

“长脑子是干什么用的，就知道问问问，是

你上课还是我上课？”

当家长用类似的语言对孩子说话时，他大

脑接收到的信息是：有人在命令、控制我。这

种情况下，人的大脑首先做出的反应是“拒

绝”，而不是“执行”。

所以，每一次我们催促孩子学习时，他的

内心都在消极抵抗。这也难怪很多孩子学习

时特别被动，根本没当自己的事。

当一个人发自本能地去抗拒一件事情的

时候，自然不会取得好的结果。

所以，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尽量把语气

由命令改为商讨：把“别磨叽，赶紧去写作业！”

换成“休息一会儿吧，接下来该做什么？”

“先去写数学，写完数学再写语文，省得你

脑子又不会转了。”换成：“你想先写什么？”

“别走神，认真点！”换成“要不要挑战一下

怎么做才能写得又快又好？”

给孩子充分思考的时间，并真正按照孩子的回

答去做，让孩子由被迫接受，转换成主动思考。

只有当孩子被信任、被尊重，并且有一定的

决策权时，他的内心才会输出积极主动的能量。

2. 让孩子有参与感

为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对于学习和作业有

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哪怕家长已经急得火

烧眉毛了，孩子还是无动于衷。

这是因为，作业是老师和家长布置的一项

任务，自己每天都在被催促，对他来说，只是完

成要求的一个工具。

家长可以选择一个充裕的时间段，和孩子

共同制定他的学习计划。

科目提分目标也好，作业完成次序也好，

对于计划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尊重孩子的想

法，认真聆听孩子这样规划的原因。

如果孩子有好的想法，家长一定不要吝啬

自己的鼓励，尤其当孩子制定了计划并认真执

行时，更要给予夸赞。

制定计划，是整个学习任务的先行阶段，

不仅有利于孩子自我意识的激发，还能让孩子

有参与感。

只有这样，他才会认为自己是学习的重要

主体，学习是自己的事。

3. 让孩子当老师，从输入状态转为输出

状态

很多家长习惯于晚上吃完饭就催促孩子

快点写作业，实际上，在写作业之前，可以给孩

子安排一段“当老师”的时间。

问问孩子今天学到了哪些内容，认真聆听

孩子的讲述。

孩子在当老师的过程中，会把当天学到的

内容重新在脑海中过一遍，可以很好地梳理知

识点，让写作业的速度更加迅速。

孩子通过“当老师”的过程，也能充分感受

收获新知识的乐趣，体验到成就感，最终产生

主动学习的动力。

这时，他对学习的体验就不再是“填鸭子”

般的枯燥，而是“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每多学一点，都会收获一点成就感，从而

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不断进步。

严格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儿子有了让我惊

喜的改变。

他告诉我，以前我往他旁边一坐他就很害

怕：“因为你一直在催我训我，一会说我不好

好写字，一会说我头距离书桌太低，眼睛早晚

会近视，我稍微停下来一会就训斥我赶紧写！

遇到不会的题目，就开始吼我，做不对又接着

吼……”

儿子说，他越紧张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脑子都麻木了。

听了儿子的心声，我的内疚无法言表，完

全不知道自己曾经给儿子造成了这么大的心

理压力。

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讲到：“教育最理想的

境界，是在与孩子的互动中，亲子双方共同体

味到一种爱的圆满，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而父母不停地催促、唠叨，不仅会让孩子

感到烦躁，降低孩子日常的学习效率，还会破

坏孩子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会形成厌

学的恶性循环。

所以亲爱的妈妈们，想与孩子的亲子关系

更加亲密，想让孩子更加自律听话，请学会适

当闭嘴的大智慧。

（本文选自《铸基教育网》，请作者联系本

刊，以便给付稿酬）

每个自律的孩子背后，
都站着一位懂得闭嘴的妈妈！

好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自带着一种技能，那就是“话痨”。

自从当了妈妈，就开始不停地担心、不停地唠叨，原因只有一个：保护好孩子，让孩子学业有成，健康成

长。

这种唠叨常常不那么好听：

“快点吃，别磨蹭”“让你别赖床，这下迟到了吧”“说你你还不爱听，快点写能磨叽到这么晚吗”……

最终，孩子拖延了、厌学了、懒散了，妈妈唠叨的内容都一一实现了。而这，就是我这几年的亲身经历。

从儿子上学开始，学习问题就成了老大难，如

今都上三年级了，状态一点都没有改善。

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很多知识点没掌

握，一知半解的也毫不在意。等到晚上终于坐下

开始写作业了，也不专心写，一根笔就能让他玩半

天。

遇到难题还没等我启发他思考一下，仰着脸

就说“我不会”；字写得难看潦草，被老师惩罚重写

也是常有的事。

不管作业量多少，几乎每天，都要写作业到晚

上10点多。

辅导功课，真是中年老母亲的一场心性修炼。

我反复提醒自己，“亲生的亲生的”，要温柔，

要耐心……但坚持不了多久，就被儿子气得一通

“河东狮吼”。

不夸张地说，我感觉自己喉咙都要吼出来了。

周五晚上，我跟儿子约定好，搞快点，只要今

晚把语文和数学作业写完，周末就带他到牧场露

营、看他心心念念的羊驼。

儿子一脸兴奋地满口答应，拿起书包就回了

房间。我心里一阵轻松，想着这下该积极完成作

业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等我忙完家务，进去一

看，日记才写了一句话！

按照这个速度，今晚又是妥妥地写到半夜了。

我脾气一下就上来了，问儿子：“你到底要磨

叽到什么时候？作业是给我写的吗？就冲你这个

磨洋工的劲儿，我告诉你，明天活动取消！”

儿子开始崩溃大哭，反复哀求我，都被我严词

拒绝了。

第二天，我真的说到做到，没有带他出去玩，

而是让他在屋里补作业。

晚上儿子睡着后，我帮他整理作业，发现本子

上写满了“我恨妈妈！讨厌死了！”，好几处因为写

得太过用力，把纸都划破了。

就好像一盆冷水兜头浇过来，我心都凉了。

辛辛苦苦辅导功课、陪写作业，孩子不仅一点不领

情，反而心里都是怨恨！

也是在自我成长之后，我才明白：

孩子之所以抗拒学习、拖延写作业，是

因为孩子就没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

家长包办的学习环节越多，督促得越频

繁，孩子的抗拒心理就越严重，越觉得家长

在意的事跟自己无关；

虽然本心是好的，但是家长的提醒往往

采用命令式的语言，孩子在接收到指令的那

一刻，本能反应已经开始排斥了。

我一直沉浸在自我感动的情境里，虽然

每天与儿子交流的频率很高，但输出的都是

负面信息，而指责式的关心，本质上是让孩

子内疚的“道德绑架”。

结果呢，我越关心，越唠叨，儿子就越排

斥，越无感。

不是儿子不爱学习，而是我一直以来的

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所以，我不想看到的结

果，就会一直发生。

唠叨和提醒，传达了我对孩子的不信任。

实际上，并非孩子做好了才值得信任，

能否信任孩子，来源于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把拖拉当成习惯的孩子，
该怎么教？

家长越上心，孩子越不会关心
警惕孩子“习得性无助”

三方面改善这种“把学习当成父母的事”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