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甸柳一中推荐生家长———

他他这这样样陪陪伴伴孩孩子子走走过过初初中中三三年年

孩子升入初中后，我们感到最幸运的是孩子遇到了
他现在的班主任。在学习方法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
孩子能紧跟老师的节奏，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落实到
位。学校的老师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好的教学理念。他
们教授的学习方法都是经过时间的锤炼，实践的检验
的。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按老师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另外，
要挖掘孩子的特长，平时我孩子特别喜欢物理，在这方
面给他买的书就比较多。

家长的陪伴十分重要。初中阶段，是孩子性格形成
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父母的陪伴尤其重要。因此，在孩
子上了初中以后，我们都减少了外出活动、应酬，尽量待
在家中，陪伴着孩子。对孩子来说，他并不需要你亲自辅
导、监督他学习，他需要的是能和你同在一个屋檐下，在
他走出自己的书房时，能看到你就在那里，他的心会比
较踏实、安宁。爸妈为孩子营造一个能潜心学习的氛围
很重要，要有与孩子同甘共苦的意志，有陪他舍弃娱乐
共同“修行”的实际行动。

在孩子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毫无经验的我也是在摸索
和磕绊中和孩子共同成长。

期望值不过高，但严格要求，人生规划很重要，就是同孩
子一起定好每个阶段的小目标和未来的职业大目标。无论大
小考，我都不会给孩子设定明确的名次目标，结果无论好坏，
只要孩子不松懈，在努力，我都会坦然接受。人生的求学之路
很长，我希望孩子把自己的眼光和格局放大，不要太关注一
次考试成败。但对于每次考试暴露的问题，一丝一毫也不能
放过。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才会成就更好的自己。

解决孩子一切问题的法宝就是足够的爱与陪伴。青春
期的孩子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学业上都会或多或少出现问题
和波动。及时地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并陪伴孩子平稳过渡的
关键，就是信任与培养的良好的沟通习惯。设身处地的为孩
子着想，平等的谈话，加倍的温暖和关怀，还要理性地分析
孩子给予的信息，及时与老师反馈沟通，才会让我们的孩子
在漫长且不平坦的成长道路上，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战
胜失败、斩断荆棘。

家长的焦虑与辛苦
一点都没有少

记者：一说到推荐生，似乎
都是让人省心的“别人家的孩
子”，吴同宇是怎样一个孩子？
这几年学习情况如何？

吴高峻：吴同宇是一个很
普通的孩子，并不是别人想象
中高不可攀的“学霸”。我们一
路走来，酸甜苦辣都经历过，甚
至比别人更刻骨铭心。他小学
成绩优异，初一学习尚可，初二
进入逆反期，不太理会学校和
家长的安排，开始注重自我感
觉，按自己的节奏来。他拼命学
喜爱的数学和物理，但对不太
喜欢的文科爱学不学，尤其对
需要死记硬背的单词和古文很
抵触。我没少给他讲中学阶段
各科要平衡发展、先学好课本
有余力再拓展的道理，但收效
甚微。因为偏科，大考中总成绩
并不突出。在这期间，我们有过
冲突，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
们没有放弃，初三赶了上来。所
以我愿意如实分享我们这几年
的经历和体会，供家长朋友们
参考，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成长有遗憾
好教育是让长板更长

记者：班主任任晓青评价
他：“数学特别好，都到了痴迷
的程度，甚至连做梦都在做数
学题。”如何帮助他培养的数学
特长？

吴高峻：同宇对数学的喜
爱的确到了痴迷的程度，初中
时曾经连续四次在期中期末考

试中得满分，其余也非常接近
满分。他对数学喜欢到什么程
度？每天回到家吃饭时在看数
学视频，理发时在思考数学题，
上厕所时在看数学书，晚上先
做很长时间数学题，再写作业，
他加入了20多个全国数学爱好
者QQ群，自己还建了3-4个数
学群，与各地的数学发烧友在
网上一块讨论，探讨解题思路，
做的题也都是课本之外的难
题。

其实，吴同宇的数学天赋
在小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我们当时没留意。最近考
推荐生复印学籍档案，才发现
小学毕业时班主任韩群老师给
他的评价有“尤其擅长魔方和
数学”。我是在初一下学期才发
现他特别喜欢数学的，如果早
点意识到，我可能会肯定他的
特长，尊重他的兴趣，帮他找更
多的资源，在数学路上给他指
引，而不是忙着让他补上语文、
英语的短板。

现在，考试评价制度决定
偏才仍然无法进入最好的大
学，所以我们也常常盯着孩子
的弱项，想方设法“补短板”。其
实，有长处的孩子很多，但这一
长处未来如何成为人生的一大
亮点、一个支撑点？很多父母没
有好好考虑过，没有因材培养，
孩子的长处就这么浪费了。今
天让我反思的话，我想家长的
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发现孩子的
长处，因势利导，让长处更长，
最终成为孩子的立身法宝。毕
竟，内在兴趣才是孩子成功最
大的动力。

合力促蝶变
相信学校，依靠老师

记者：从成绩平平到初三
名列前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
转变？

吴高峻：回首这几年，我分
析同宇的改变主要有四个原
因：一是老师的关心和教导。我
非常佩服袁瀛校长，欣赏学校
办学理念。我了解到，学校倡导

“厚底座喇叭口群学式信息输
入”教与学的模式，构建了“一
轴两翼”的教学框架，在国家课
程基础上，设置的选修课、网络
课、任务型课、社团课和研学课
等都对基础知识进行了拓宽加
深；学校和家委会配合，组织的
班、校级实践活动和研学活动
丰富多彩。让孩子经风雨、见世
面，今年，济南一中推荐生面试
题目就是“请你设计一条研学
路线”，教育即生活，生活即经
历。孩子用亲身经历给出了回
答。

甸柳一中的老师普遍责任
心很强，开展的“学科导师制”
对不同情况和层次的学生给予
精准指导。不仅助力孩子的优
势发展，更转化了孩子们弱势。
老师们都多次找同宇谈心，给
他分析偏科的弊端，教他正确
的学习方法，帮他树立学习文
科的兴趣。我很欣赏任晓青老
师，非常善于做孩子思想工作，
班级所有学生的情况都被她动

态地装到头脑中了，能及时发
现问题，最大程度挖掘孩子的
学习潜力。

二是2017年我听过学校组
织的一堂讲座，讲解青春期孩
子的心理特点、行为特征和如
何处理亲子关系，这次讲座对
我触动很大，我开始认真反思，
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式。我用
白板仔细给同宇分析了未来二
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各种利弊取
舍，重点分析了偏科可能造成
的后果，最后我对同宇说:“作
为父母，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未
来的路靠你自己走，你已经14
岁了，自己做决定吧。”

同宇听完后沉默了一会
说：“爸爸，我语文、英语还没发
力来。”我问：“那你什么时候发
力？”“等我暑假学完高一数学
课程，初三一开学就发力。”

“好，一言为定”。我给予孩子了
信任，到了初三，孩子果然没有
食言，开始合理安排时间，主动
在语文和英语上下功夫。

三是受同桌的熏陶和带动。
任晓青老师在班级采取了很多
好的做法，比如学习互助小组、
同桌学科互补等，效果都很好。
初三时，同宇被安排与一位语
文、英语很强、习惯也非常好的
同学同桌，在学习上更加奋进，
他们互相鼓励、取长补短。

粗放型教育
成长比成绩更重要

记者：初中时正好是孩子
经历青春期的三年，加上学习
压力又比较大，你们的家庭有
没有冲突和焦虑？

吴高峻：当然有，一点也不
比别的家庭少。最让我们焦虑
的一次是在初三下学期，有一
段时间同宇似乎又要回到以前
的状态。我们和任老师都与他
谈话，让他赶紧调整状态，均衡
各科学习，可能沟通不充分，他
误以为我们限制学习数学，抵
触情绪很大，备战一年的初中
数学联赛也赌气不参加了。我
们非常着急，但更担心他养成
一受委屈做事不顾后果的性
格，于是决定让他吃一堑。

我把不参加比赛的利弊跟
他分析透彻，让他自己做决定。
他最终仍然没去参赛，但过后
能看得出来非常后悔，我想下
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他就会掂
量掂量，不会这么冲动了。当时
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很煎熬，
但放弃这一次机会，换来的是
孩子的成长。孩子都是在挫折
中变得强大。

想想孩子到目前的15年，
我想说，回首岂止是艰辛，养育
一个孩子不是一个“累”字能概
括的，还需要取舍的智慧，要让
孩子见世面经风雨。有时候，还
需要我们能“忍”，不该说的时
候忍住不说，少叨叨。孩子什么
时候能懂事呢？要等他有一天
能够体会到你的艰辛和担心，
这不是说教能达到的。

前不久，济南市甸柳第一中学举行家委会换届选举。随着孩子吴同宇与其他6名甸柳一中同学一起被山东省实验
中学推荐生选拔录取，会长吴高峻也将接力棒交到新任会长手中。不过，其他家长们更关注的是，他如何陪伴儿子吴同同
宇走过青春期，并帮助孩子实现学习上的不断提升。吴高峻说，成绩来之不易，其他家长正在经历的焦虑、无助，他无无一
例外都深刻地体会过。

甸柳一中推荐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加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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