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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将您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
诉我们，我们将在本报“教子有方”栏目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邀请专业
心理咨询师或资深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疑解惑，给出意见和建议。

案例

分析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作文秀

家长：我与丈夫离婚6年了，我一个人独自带儿子。儿子今年8岁了，上学以来经常与其他同学
闹矛盾，不是打架就是闹别扭，老师经常请我去，为此丢尽了面子。我的性格急躁，为此孩子也没少
挨打。可是每次好不了几天他就又开始了,他总是嘲笑别人，惹怒同学，别人反过来说他，他就不愿
意了，就会动手反击，还振振有词地说：“武力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每天回到家里，写作业是件辛苦
的事情，必须在我的监督下完成。让他干什么比较困难，总是有自己的道理。我有时候忍不住也会
很恼火就吼他,累了一天回到家里也不能省心,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孩子在学校总与其他同学
发生冲突让我烦恼
专家观点：避免责骂孩子，放下身段与他平等交流

我的妈妈是珠海一名普通的小
学老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结
交了一群“特别”的朋友。

这群“特别”的朋友就是来自
云南怒江的少数民族老师。说起
她们的结识，还得从珠海对口帮扶
怒江开始。两年前，妈妈接到了给
怒江傈僳族的老师们带岗学习的
任务，陆陆续续有一些来自云南怒
江的少数民族老师来到妈妈工作
的学校，跟着妈妈一起上课、进修、
学习。妈妈带岗的日子显得特别
忙碌，上班和老师们在一起讲座、
上课，下班还和她们一起研讨、谈
心，有时候甚至连晚饭都和她们一
起叫外卖。到了周末，本该陪着我
的妈妈，却带着老师们去逛珠海的
风景，去海边踏浪……短短的时
间，妈妈和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少
数民族老师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
系。忙碌的生活里她似乎忘了还
有我这个女儿，连和我聊天都离不
开这些少数民族老师、怒江山区教
育的话题。为此，我没有少发牢
骚，忍不住向爸爸抱怨起来。

爸爸却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你
的妈妈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她在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把更优
质的教育传授给这些少数民族老
师，使她们回去能更好地教育那里
的孩子。”

我似懂非懂：“为什么要这么做
呢？”

爸爸继续说：“你从小就在珠海
上学，可能没有意识到珠海的教育
资源丰富，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教
育资源还不够均衡，孩子们受教育
的程度参差不齐。你妈妈这么做，
就是把丰富的教育资源带给她们，
她们回去就能让一大帮孩子受益
啊！我们作为家人，应该支持妈妈，
可不能拖她后腿啊！”

听爸爸这么一说，我有点愧疚
了，缠着妈妈想了解更多关于怒江
学校的情况，妈妈说：“我可以给你
牵线搭桥，认识一些那里的孩子，你
自己去了解比我告诉你更好。”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也结交了
几位“特别”的朋友——来自云南怒
江的“小笔友”。

在书信往来中，我渐渐对遥远
的怒江有了一些认识：那里的交通
不太便利，要去县城好一点的学校
读书并不容易；那里的孩子很多是
少数民族，淳朴憨厚，她们对外面充
满了渴望，对珠海充满了向往，希望
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广阔的
世界；那里的风景很美，那里的特产
很多……

我给那里的小伙伴寄去了图
书、学习资料，一来一往中，我也和
妈妈一样，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有了
一群“特别”的朋友。

作者：珠海市香山学校六（2）班
段诚悦

指导老师：陈勤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特别”的朋友

珠海幸福树心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祥云姐姐：你
好，看到你的叙述，自己一
个人带着儿子又当爹又当
妈很是不易,能体会到孩子
总是闯祸让你烦恼的心情。

从孩子总是嘲笑其他
同学，惹怒同学，会动手解
决问题的情况看，孩子的自
我意识很强，但对他人的感
受不强。这个年龄孩子的
神经系统正处于活跃期，语

言也处在敏感期，加之身体
心理的不断发育，环境的刺
激就显得异常明显。对别
人否定自己的话不能接受，
希望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
法，很多时候甚至会为了显
得与众不同而刻意表现。
你让他做什么他偏不做什
么，这样的叛逆信息都是在
告诉别人“我长大了，我自
己可以的，我自己能行
的”。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

子，他们的思考力、判断力、
控制力还不成熟，还很脆
弱。在这个阶段，孩子喜欢
表达对外界的看法，由于心
智不够成熟，他们往往不知
如何更好地表达，在行为方
式上容易表现过激，会惹祸
招麻烦，让家长陷入尴尬的
境地。

我个人建议要尝试与
他做朋友。根据这个年纪
孩子的特点，他们特别希望

自己能与家长处于平等的
地位，而不是被“命令”“控
制”“要求”的状态，所以要
尽量避免责骂孩子，而是应
该放下身段，与他平等交
流，多用商量的口气，或者
最好是以分享的方式，先谈
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然后再
给他表达的机会，多倾听他
的诉求，并给予肯定后再给
予引导建议。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 为规范发展网络教
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
育部18日发布相关通知，
提出高校应当依据国家和
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并发
布网络教育招生章程。严
格组织入学考试，加强政治
素质和思想道德的把关，择
优录取，保证生源质量。

据介绍，近年来现代远

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高等
学历教育快速发展，在促进
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服务高等教育大
众化、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
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
有的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招
生管理粗放，教学管理制度

不健全，出口把关不严，对
学习中心监管乏力等，严重
影响了网络教育的人才培
养质量。

通知提出，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根据高校自身
办学定位、发展规划、条件
能力，合理确定网络教育
招生规模。网络教育学生
数将按国家规定计入各高
校折合在校生规模，作为

测算学校办学条件的基础
数据之一。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考
试管理。科学制定学生考
核与评价体系。严格学习
过程考核，不得组织“清
考”。重视学生诚信教育，
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试监
督和巡查力度，严防替考，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各类考
试作弊行为。

教育部发布通知提出

网络教育招生应择优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