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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我们到鄂西湘南等地探亲访友，趁农民
工返乡、家家户户团聚之际，走访了多地村寨农户，了
解到农村孩子又出现上学难的问题。

我国是农业大国，没有农业，一切无从谈起，而农
业现代化更需要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的农民。然而，时
下不少地方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乡村教育资源不是添
砖加瓦，而是搞釜底抽薪，以致又现农村孩子上学难。

村校荒芜
孩子上学要长途跋涉

我们发现，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将国家农村城镇化
战略简单地理解为“向城镇转移”，于是乎，一些县级教
育部门一声令下，减掉了对村级幼儿园和小学的投入
并责令其向乡镇合并，乡镇高中向县城集中，形成一股
“停办村校向城镇合并”之风。我们在调查中看到，有
的村级教育设施荒芜废弃，有的校舍成了仓库、牛栏、
养鸡场。湘南祁东县村支书曹周德说，村里没了小学
是每户农家最头疼的问题，孩子们上学好难啊！村民
高德生说：“现在小孩上小学都要去归阳镇里寄宿，为
省车钱，孩子们常常要抄近走十几里山路，有的泥巴路
就在山塘边上，遇上阴雨天，大人走也一步三滑，咋不
让人揪心！”

农村许多学龄儿童
不爱读书

村里没了小学，家长也没了督促子女学习的劲头，
许多学龄儿童只知玩耍。鄂西五峰县村民周大爷诉
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现在都只知道玩耍，丝毫没
读书心，大多数孩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湘
西邵东县村民姜衡华大娘说，她自己识字不多，还要忙
于农活，眼看孩子已超过了上学年龄上不了学，十分痛
心。一位在广东中山市打拼多年的湘籍女士周环香
说，因担心孩子留守家中老人难照看，外出打工只好把
孩子带出去，然而，孩子因户籍问题或交不起高昂借读
费也难在外地入学，因而他们的孩子处于“两头都难上
学”的境地。

读书成本大幅度提高
教师严重老化

不少地方名为“教改”，实为“一切向钱看”，使农村
孩子受教育成本大幅提高。湘南祁东县小学教师高顺
生的解释颇有代表性。他说，现在孩子的教育成本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学校向乡镇、县城集中
后，村里孩子上学的交通费、食宿费、生活费等明显增
加。另一种是隐性的，村里的教育质量明显不如县城
或乡镇学校。以湘北安乡县为例，很多早年“希望工
程”援建的村级学校现在有的除了教室外，其他已一无
所有，有的运动场也被种上了庄稼，音、体、美学科教师
更无从谈起，一名教师教几门学科的现象极为普遍。
教师老龄化也令人堪忧。安德乡4个教学点共26名教
师，30岁以下的仅3人；该乡小学共10名教师，平均年
龄达58.5岁，“爷爷奶奶”教小学已是“见怪不怪”。

要像扶贫那样
精准“扶教”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一旦上学难就有可能误其一
生。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首先应尽早遏制
“停办村校向城镇合并”之风的蔓延。对于地理条件十
分恶劣又居住分散的山村，更不可将学校一刀切式地
“化零为整”。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战略角度来看，加
大村校“义教”投入尤显重要。这就需要各地政府运用
有形之手，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支援村办小学教育资源
的补充，要像支边支农扶贫那样精准“扶教”，鼓励师范
院校毕业生去农村建功立业。 （据人民日报）

初九登高一过，开学差不多就进入倒计时，然而
很多“熊孩子”还处在假期失控状态中，问题一箩筐：
寒假作业没写完；晚上不肯睡、早晨不肯起，生活起
居无规律；沉浸在电视节目、网络游戏等，兴奋的情
绪难以平复……

怎样让孩子尽快适应上学节奏，“收心大法”必
不可少。

第一招：模拟开学节奏
提前帮孩子调整好心态和作息生物钟，模拟开

学节奏，营造收心环境。春节放纵的节奏就让它快
速成为过去时，开学前几天要按孩子平常的作息时
间起居，按时准备一日三餐，早睡早起，调整生物钟，
适应开学后的“时差”变化。特别要注意家庭氛围，
不在家里组织娱乐活动，让孩子感觉假期已经渐渐
远离。逐渐减少孩子看电视、上网、出去玩的时间，
和孩子商量安排一个合理娱乐时间表。

第二招：多聊学校话题
跟孩子多谈谈上学期的学校生活，帮助他回忆

开心的事情，比如，孩子要好的小伙伴、某个孩子非
常喜欢的老师，或者孩子上个学期有进步的事情。
家长也可以让孩子给好朋友打个电话，谈谈心，唤起
孩子对校园生活和同学友情的向往，让孩子怀着迫
切的愿望回到学校。

第三招：宣泄不良情绪
有些孩子面对开学会产生紧张情绪，特别需要

疏导。在开学前，可以跟孩子谈谈心，暗示孩子具备
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以缓解孩子内心的脆弱和不
安，强化其在学校里曾经有过的正面的、积极的、带
有快感的情绪体验；帮助孩子宣泄个人的不良情绪，
以愉悦的心情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让其明白，
上学期成绩优秀与不优秀已经成为过去，大家又重
新回到了起点，本学期情况如何，主要看谁最先调整
好心态，最先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

第四招：制定家庭计划
从假期的无序到新学期的有序，过渡的关键是

要有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让孩子有章可循，有追赶
的目标。这样做既可以让其感到奋斗有了目标和方
向，又帮助养成了有计划做事的习惯，同时还树立起
了孩子的自信心，消除假期后的失落感。作为家长
也不妨制定自己的家庭计划和学习计划，不仅可以
借机拓展孩子的知识面，同时也让孩子感觉到家庭
的学习氛围，让其觉得“不仅我一个人在学习，我并
不孤独”。

第五招：允许缓冲阶段
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很不成熟，特别是四年

级以下的学生，他们还没有明显的逆反心理。长假
过后，儿童的心理反差大，如果不注意调节就容易出
现情绪障碍，比如不爱学习等；但因为孩子年龄毕竟
太小，他们自身难以控制和调节这些问题。对于孩
子状态的回归，家长不可操之过急，允许他们开学后
度过一段过渡缓冲期，慢慢适应新学期的生活。

(据教育百事通)

遇到孩子有拆玩具、爱摔东西的行为，
父母应该用科学的方式予以鼓励和引导。
而不是训斥，因为这些行为证明孩子拥有
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愿望。

好动、好哭、好“破坏”是孩子的天性，
摔杯子、拆玩具、撕东西，“坏”起来就乐此
不疲，有时候真叫爸爸妈妈哭笑不得，不知
道该制止还是该鼓励。

到底该如何面对孩子的这些“坏行为”
呢？“3岁前孩子拆玩具、摔东西,家长应该
给予适当充分的肯定。”正常情况下，孩子
从会说话到3岁左右，是人的第一个反抗
期（第二个反抗期是青春期），孩子很希望
展现自我，引起别人的注意，想告诉周围的
人他也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同时，这也
是孩子在探索未知世界，撕纸、拆玩具、摔
东西都是常用的方式，证明孩子拥有探索
未知世界的勇气和愿望。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
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头上。儿童的双手掌
握的技巧越高超，这个孩子就越聪明。”孩
子喜欢摆弄各种物品和工具，尝试自己想
做的事，正是在这样的动手探索过程中，智
慧得以发展。如果不去分析孩子的动机和
心理特点，就采取断然阻止或粗暴批评的
行为，会挫伤孩子的好奇心和积极性，浇
灭孩子智慧的火花，对孩子成长不利。

遇到孩子有拆玩具、爱摔东西的行为，
父母应该用科学的方式予以鼓励和引导。
首先应该给予称赞而不是批评，更不是训
斥，如果是能摔的玩具，父母应该让孩子重
复这样的行为，然后帮助孩子把玩具重新
组装好，让孩子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的东西。如果是贵重的东西，父母应该心
平气和地先褒扬孩子，然后给他一个能摔
的玩具（安全、卫生）让他尝试，逐渐让他认
识到什么东西是不允许摔的，这样既及时
制止了对物品的损坏，又调动了孩子的探
索欲望与积极性。即使是孩子发怒摔东
西，父母也不要打骂孩子，因为一次训斥就
会挫伤孩子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据现代教育报)

夏天的黄昏，爷爷带着我和妹
妹去散步。我们穿过廊桥来到州河
南岸，回头一看，廊桥像一只巨大的
海豚，不断地从嘴里“吐出”来来往
往的行人。桥下是静静的州河，碧
绿碧绿的像一条玉带绕城流淌。高
楼的倒影映在水中像龙宫一样美
丽。忽然一阵凉风吹过，令人心旷
神怡，我便想起范仲淹的名句：“把
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两岸灯火
辉煌，这时，州河闪闪烁烁就像天上
的银河。

后来我们又转到滨河游园，在
寿星老人塑像下玩耍。寿星老人额
头突出，胡须长长的，穿着古人的长
袍，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牵着
一个光腚小男孩，面容慈祥。我们
在塑像下玩耍，就像在爷爷身边一
样幸福快乐。

州河之夜
马步荣（川师附小三年级）

村校一景

农村孩子上学难不容忽视
开学倒计时
熊孩子必备的5大收心之法

父母不要
误解孩子的“坏”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