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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学会管理时间

不按时完成作业、 做事
拖拖拉拉……这是很多爸妈
烦恼的问题。 爸爸妈妈们也
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给孩子
制定过计划表， 或者让孩子
承担拖延的后果……但这似
乎并不总是有效。 发现、培
养、引导孩子对事情的兴趣，

才是时间管理的核心， 三招
教你的孩子管理时间。

一、感受时间
时间管理的教育应该从让孩子感受时

间开始。只有对时间有了感觉，知道它是个
什么东西，才能去管理它。 另外，让孩子感
受时间，我们可以从幼儿期就开始做，免得
等孩子大了再培养时间观念有难度。

感受时间的方法很多。比如，对于三四
岁的孩子，在他还没有能力看懂表时，我们
可以做这些事情帮助他体会时间：

让孩子熟悉基本时间概念： 上午、下
午、晚上、半夜、清晨、黄昏、前天、明年……

可以给孩子讲解， 也可以让孩子猜现在是
什么时候。 我女儿有一阵没事就问我“妈妈
前半夜是什么意思？”给她讲过了，她还是想
起来就问，大概对这个概念很着迷。

领孩子观察表。 我隔一会让女儿看表
的指针都偷偷走多少了。 小孩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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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才
能真的读懂表，但是现在可以让他去观察。

给孩子报时更具体一些。比如，说我们
几点几分做的什么事情， 我们用了多少分
钟做完什么事情。

跟孩子玩计时做事的游戏。 比如，看
看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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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能不能做完什么事； 看看
今天穿鞋用了多少分钟，有没有比上一次
少；我躲起来两分钟，看你能不能把这些
收拾起来……

给孩子讲时间带来的变化，比如，讲他
更小的时候说什么话、怎样做事、多高；讲
他长到多大会有哪些变化。 用回忆和展望
未来去体验时间带来的变化。

让孩子对四季、月、年等宏观的时间
概念有感受。还可以给他讲妈妈小时候怎
样，将来你长大了妈妈老了什么样，让他
去想象。

给他时间期限的概念， 比如食品的食
用期限、工作的期限、交电费的期限等。 也
可以适当给他的事情制定小小的期限。

让他知道准时、 提前和迟到的概念。

“哎呀，今天送报纸比平时都早啊！ ”

让孩子做事情有开始和完成的概
念， 要知道每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是开始
和结束，而不是这个事做一下，又去做另
一个事。

二、理解时间的意义
对于大一些的孩子，我们可以通过

讲道理、讲故事，让他慢慢领会到时间
的意义。

比如，我们可以给孩子编时间银行
的故事， 让他把时间看作是一种资源，

是一种可以像银行存款一样提出支配
的东西。 我们谁都不能生产时间，只能
越提越少，所以要珍惜使用。

我们还可以让孩子去分析相同的
时间，做不同的事情，所带来的不同的
价值，让孩子明白每个人的时间是均等
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利用它。

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设想一些关
于时间的荒唐问题，比如，假如你每天
比别人多出两小时、 假如你有星期八、

假如你可以买到更多时间、假如你可以
做时间旅行、假如你可以把时间作为礼
物送给别人……让孩子从不同角度认
识时间。

学会给要做的事情分类。 对于上小
学的孩子，就可以训练他去做时间表。

我们经常让孩子做时间表，但其实
在列时间表之前，很重要的是让孩子先
看清自己都要做哪些事情。 如果对自己
要做的事情没有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列
时间表就是在排流水账。 我们小时候做
时间表就都是这么做出来的，最后证明

很低效，通常只有两天生命力，基本执
行不了。

所以，时间表的前身应该是个———

要做的事。 列完这个，我们要教给孩子
去评估这些事情：哪些是必做的，哪些
是可以放放的， 哪些是自己想做的，哪
些是可以不做的，哪些是自己喜欢的和
要忍受的。 然后我们可以给孩子不同颜
色的笔，让他给它们分类，同时该删的
删、该推迟的推迟。重点的排在前面。喜
欢和不喜欢的用颜色或笑脸等图案分开，

这样他会有意识地搭配， 做到劳逸结合、

动静穿插。 如果满眼看去，都是不喜欢的
事或都是脑力活动，就需要调整。

这个事情可能很麻烦，开始会花费
很多时间，但是我相信如果家长同孩子
坚持一段以后， 孩子会逐渐熟练起来。

其实孩子不见得每天都要这样去做，关
键是培养一种合理分配时间的意识。

在设计这个时间表的过程中，家
长应该教给孩子如何分析事情的轻重
缓急、如何统筹安排、如何事后总结修
改、 以及要看到不喜欢但必做的事情
的意义。

上学的孩子如果能够写日记，那也
会帮他加强时间观念，他会看到自己的
一天实际上都是怎样度过的。

三、给孩子时间管理的动力
最后非常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常常

责怪孩子时间观念不强、不会管理时间
等，但实际这只是问题的表象，我觉得
更根本的问题是，孩子没有去管理时间
的动力。

管理时间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想有
很多方面，比如自主的感觉。如果孩子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
支配时间，那么他就能体会到力量感、掌
控感、独立自主的感觉，还有成就感和责
任感。所以在实践时间管理时，要给孩子
留点自由度。 如果他感觉到的都是被动
和无奈，那么这个动力就小了。

不过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他对事情

的兴趣。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孩子一天
要做的都是让他没精打采的事情，他还
有什么劲头去管理时间呢？

所以我总结，时间管理的关键词不
是效率，而是憧憬、向往、期盼、目标。 我
们让孩子可选择的活动中，当然要有他
不喜欢但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更要有
让他为之期盼的事情。 当孩子足够想做
这个事情时， 他会为了它而提高所有
事情的效率。 如果一天中多数事情都
是能让他开心的事情， 他的效率怎么
会不高呢？

发现、培养、引导孩子对事情的兴趣，

才是时间管理训练的核心。 （刘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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