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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远离“高科技”
在电子产品大行其道的年代，“高科技”几乎渗

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老公是个狂热的“电子迷”，
女儿小的时候 ， 老公就热衷动辄给她买数百元的
“高科技”玩具。 女儿稍大些，老公就教她玩电脑，又
给她买了点读笔、电子词典、学习机等。 我埋怨老公
不该让女儿过早接触电脑，买“高科技”产品是乱花
钱，对孩子的成长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老公却振振
有词，说孩子生在高科技盛行的年代，就要从小接受
“高科技教育”。

上小学的女儿摆弄“高科技”无师自通，却并不比
同龄孩子聪明多少，在学校表现也不出色。 反倒是她
因为常常玩“高科技”电子产品，视力下降很厉害，小
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 女儿的视力又一次下降后，我
“专横” 地对老公宣布， 以后对女儿实行 “低科技教
育”，让她远离“高科技”产品。

我把女儿所有的“高科技”全部束之高阁，并严格
规定了看电视的时间，平时严禁女儿接触电脑，如果
要上网查学习资料，可以适当通融……父女两对我的
“独裁政策”很不满，但是慑于我在家里的威力，他们
虽然有抵触情绪，却还是乖乖就范。

女儿放学写完作业后， 看完她喜欢的动画节目，
我就关掉电视陪她一起玩。 我陪她做手工，用废纸盒
子做小板凳、用饮料瓶做花瓶、用碎布做贴画……我
鼓励女儿自己动手，培养她的兴趣爱好和创造力。 我
和她一起读故事书，然后交流彼此的读后心得，提高
她的独立思考能力。 节假日，我带女儿回乡下老家看
爷爷奶奶，去郊外远足，或者带她去公园玩，避免她宅
在家里想玩游戏看电视……

坚持了一段时间，带女儿去检查，她的视力提高
了不少。 医生说小孩子的近视大都是假性近视，只要
注意合理用眼，摘掉眼镜不成问题。老师也打来电话，
说女儿最近在学校表现很不错，上课听讲比以前专心
了，学习成绩也进步了。看到女儿的可喜变化，我沾沾
自喜地向老公表功：“看吧，这都是‘低科技教育’的功
劳！ ”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美国硅谷的“高
科技”父母们，如今热衷把子女送到没有电脑的“低科
技”小学接受教育。他们不提倡子女过早地接触电脑，
认为那样会降低孩子的读写和计算能力。

看来，教育要远离“高科技”，这对孩子的成长确
实有很多好处。

（李子平）

智慧的爱不迁就
班里有个孩子好几天不

来上学了，理由竟然是“天太
冷，起不来”。这不禁让我想到
前两年网上很火的一封辞职

信，也是同样的理由。 记得辞
职员工的部门负责人当时是

以“懂你”准批的。面对奇葩辞
职信的另类表达，“懂你”背后
是对人员流失的无奈或“这种
员工不要也罢”的洒脱，但我
们当家长和老师的也能如此

洒脱吗？
公司并不肩负教育员工

“迷途知返”的职责，对铁了心
的辞职者只能悉听尊便。家长
对教育引导子女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面对孩子逃学的不合
理要求， 可就不能姑息迁就、
听之任之地“懂你”了。

又想到了前几年的一个

学生， 挺机灵的一个孩子，但
整天无所事事， 无心向学，任
何一科的作业从来不做，吃喝
玩乐皆如常人，只是一做作业
就自称头痛欲裂。 当然，这明
显是个偷懒的借口。老师们不
忍看其蹉跎大好岁月，可说服
教育均无效果， 于是联系家
长，得到的神回复是：我孩子
不想做作业你们就别逼她做，
她将来能生活自理、不犯法就

行了。 难怪该生如此“冥顽不
化”，原来有父母的 “爱 ”作为
强大的后盾，老师们哪儿凉快
您哪儿歇着吧。

生活自理、 遵纪守法，是
对一个自然人最基本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我们是否应当引
导孩子走向高品位的文化层

次 ， 有一个更明确的人生规
划？ 诚然，人的能力有大小 ，
三百六十行 ， 行行都能为社
会作贡献 ， 即使孩子不能成
为国家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 ， 只要能尽其能 、 竭其
力 ，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有
所造诣和建树 ， 这也是人生
价值的一种体现。但任由孩子
吃喝玩乐皆如常、一做作业就
头痛， 只怕养成好逸恶劳、游
手好闲的恶习，最终将浑浑噩
噩，一事无成。

成长过程中的孩子，人生
观、世界观尚未形成 ，不时有
些怕吃苦的畏难情绪，纯属正
常。 成人有时也会懈怠偷懒，
更何况孩子？关键是家长能不
能及时教育引导。孟子小时候
有一天读书厌倦了，跑出学堂
玩耍， 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
把织布梭子折断了来教育他

说：“织布要一寸一寸地织才

能织成，但如果把梭子折断不
去织它， 还能织成一匹布吗？
你的学业也一样，没有学成就
厌倦了，怎能成为一个有用的
人呢？ ”孟子从此勤奋苦读，终
成一代伟人。 “孟母断机杼”的
佳话流传至今，足见家长教育
引导的重要性。

很多家长的言行都自以

为是出于对孩子的爱 ，却不
明白以爱的名义迁就孩子

的各种不合理要求 ，实在是
一种溺爱。 英国有谚语道：娇
养儿不能成大器 。 法国教育
家卢梭说 ：“你知道运用什么
方法 ， 一定可以使你的孩子
成为不幸的人吗 ？ 这个方法
就是对他百依百顺 。 ”溺子
如杀子 ，“慈母败子 ”就是这
个道理 。

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树，温
室里练不出千里马。 真正爱孩
子就要创造条件、创造环境去
培养锻炼孩子的各种优良品

质 ， 而不是以爱的借口不作
为，甚至摧毁孩子的前程。 球
王贝利曾说过“爱孩子要爱在
将来”，不着眼于将来，将来就
有可能背负沉重的教育债务，
无法偿还，悔之晚矣。

（黄 琳）

焦虑是种负能量
豆豆刚上一年级，豆豆妈

就给孩子物色了各种课外班：
美术，豆豆喜欢画画；钢琴，女
孩子需要增加艺术修养；跆拳
道，锻炼身体很重要；舞蹈，提
升气质不可少； 小主持人班，
锻炼胆量学会交流； 外教课，
学英语要趁早……不多不少，
一共 10 个。

教育市场鱼龙混杂，豆豆
妈既要费心思花钱报班，还必
须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授课老

师， 一圈下来早已焦头烂额。
每逢周末，只见豆豆早上整整
齐齐活蹦乱跳地出发，下午小
辫散乱萎靡不振地回家。跟班
的妈妈也是一身疲惫。

为啥给孩子报这么多课

外班？妈妈们的答案惊人地相
似：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
己家孩子不学就落后了，就吃
亏了， 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将
来拿什么和别人去竞争?

尤其是女孩子，多少用人

单位不乐意要，得优秀，要不将
来找的男朋友也很难优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老话，
被有理有据地升级成了“既有
远虑又有近忧”的焦虑。

豆豆上幼儿园时，本来上
的是一个口碑不错的公立幼

儿园，每天挺开心的。 忽然有
一天，豆豆妈发现别的孩子纷
纷提前离园去上学前班或私

立幼儿园，提前学一年级的课
程。 豆豆妈调研发现，一年级
的老师一开学就问孩子们：你
们都上过学前班了吗？ 好，那
我们从第 20 页开始讲。 这让
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家

长几乎惊出一身冷汗，赶紧考
察学前班、筹备学费、了解教
学进度，力争以快补晚。

像豆豆妈一样，所有的家
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优秀的

人，把所有的高招、狠招都用
在孩子身上，却很少想过，孩
子幼小的生命如何能承受如

此沉重的“爱”？ 如果铺天盖
地的课外班能把孩子“加工”
成优秀人才，那家长岂不是把
孩子往课外班一送就万事大

吉了？
老舍 9 岁之前一字不识，

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大作家；莫
言出身贫寒，幼年想找到一本
课外读物都很困难，也没有影
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孔子
的因材施教就是育人的真理，
揠苗不能助长，培养孩子的技
术含量比种庄稼高得多，需要
父母智慧的爱———尊重孩子

的天性，尊重教育规律，了解
孩子的爱好和特长， 扬长避
短，不盲从，不急于求成。

教育是张弛有度的艺术，
过度培养容易让孩子过于疲

劳，无端磨损孩子原有的好奇
心，甚至会使孩子厌学。 任何
急躁和焦虑都是一种负能量，
会导致教育的遗憾。

（龙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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