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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 /星期天夜光杯
!主持人"

阿 竹

!嘉 宾"

赵 岩

家长

李 岚

家长

刘丽云

小学教师

许见声

林紫心理咨询中心 专家咨询师

! ! ! !主持人#不送孩子去学校受教育!而是家长在家

里自己教!这种类似于 !"#$ %&!""'的教育方

式已经在我们身边萌芽!使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

需要怎样的前提条件"

许见声 # 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 !"#$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有在家教育的体制
的，中国台湾也有。不了解 !"($ %&)""'的人可
能会对这种教育方式产生误读，“在家教育”并不是
如字面上那样，孩子只是待在家里。事实上，“在家教
育”的孩子，有一部分的学习是在家里进行的，还有
相当部分的学习是利用其他社会资源完成的，比如，
学习音乐、美术等才艺，参加游泳、跆拳道等运动课
程，这些都是走出家门，通过参加相关的学习班来完
成的。所以，并不只是父母在教。在有比较完善的
!"($ %&!""'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当父母决定选
择这种方式教育孩子，他们往往不只是自己这一个
家庭在承担，而是会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几个家庭可
以共同来分享各自的资源，比如，这位父亲擅长钢
琴，他可以教孩子们钢琴，那位母亲懂得绘画，她可
以给孩子们上美术课。这也就意味着：“在家教育”的
教育场所不一定只是在自己家里；教的人未必只是
父母；课堂上未必只有一个孩子在学习。

主持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这样的方式"

许见声#“在家教育”不是人人都合适的，是有选
择性的。一般来说，它要求孩子在学习上的自主性要
高一些，学习的意愿比较强，对于他们来说，学校课
堂的节奏可能满足不了他们的求知欲。这种教育方
式还要求孩子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逻辑
分析等方面的能力，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不建议采用
“在家教育”的模式。

选择“在家教育”的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意
愿，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比如，孩子对某个科目兴
趣特别浓厚，家长可以在这个科目上给予更多的学
习机会、资源，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主持人##在家教育$ 的孩子会不会在社会化方

面存在问题"您自己的儿子在小学阶段就是%在家教

育&的!如今他已经在国外的大学读硕士!您有没有

什么心得可以和我们分享"

许见声#我们说的社会化，主要就是指社会适应
能力、社会影响能力。“在家教育”并不是让孩子宅在
家里不和外界打交道，而是强调孩子和父母长辈的
良好互动；在参加各种才艺班时和其他孩子有良好
的互动。因此，“在家教育”并不会使得孩子缺少和其
他同龄人的接触机会。

在我们家里，我会和儿子一起讨论每天的时间
如何安排，并且将这些固定下来，这让儿子有参与
感，让他感受到这些是他选择的，也因此他会有种要
做好这些事情的责任感。我们也会经常带他走出去，
去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动物园、科技馆等等。在
植物园里认识植物，远比在课堂上看着文字和图片
更生动。这样，孩子就不会在有人问他“苹果是长在
哪里的”时，回答“是在超市里”———因为孩子只在超
市看到过苹果。

主持人#要在家里自己教育孩子!对于父母来说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许见声#以美国为例，当父母决定要在家里自己
教育孩子时，他们必须向当地的教育部门提出申请，
提交自己的教育计划，父母的文化程度、收入等都是
被列在考量范围的。此外，父母还需要接受一些有关
教学的培训。这样才可以获准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
在我看来，对于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有稳定的时间亲身投入其中。当你决定要在家自己
教育孩子时，就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不能今天有空
就教，明天没有时间就不教了。除了安排好稳定的时
间外，父母拥有健康的心态也一样重要。所谓的虎
妈、鹰爸，并不适合“在家教育”。此外，父母在教授孩
子过程中，自己也要不断地充电、学习。

美国有 *++万家庭选择 )"#$ %&)"",，中国
台湾地区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选择这种方式，在大
陆目前是有个别家长在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相
对于美国那样有了完备的体制和社会资源支持的大
环境，大陆地区在 )"#$ %&)"",这个模式上尚不
具备足够的社会资源支持，家长要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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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 赵岩的儿子应该上小学二年

级!不过!在学校念完一年级后!他就把儿

子带回家自己在家里教' 你是怎样作出这

个决定的" 孩子感觉怎么样"

赵岩#我一直在考虑，教育的目的究竟
是什么？我们通过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前人的
思想，形成自己的人格；通过游戏玩耍，强身
健体，锻炼意志品质，学习与人合作；通过音
乐、美术等才艺的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可
是，现在学校的教育似乎是把教育的目标简
单地锁定在了学习成绩上。分数成了界定优
秀、不优秀的标尺，学生们被这个标尺衡量，
就好像工厂的生产车间里出来的优等品、次
等品。分数也决定了一个孩子在老师、同学
眼中的地位。我把孩子带回家自己教育，是
想用符合自己的教育理念的方式来教孩子。
让孩子回到家里接受教育是我们家庭

会议决定的，在我们家里，关系到儿子的事
情，他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如果他不愿
意，我们不会勉强。这一年下来，儿子感觉
还挺适应的。

主持人# 你是怎么安排孩子在家的学

习时间表的"

赵岩#周一到周五每天三节课，分别是
语文、数学、英语，每节课 -.分钟，由我和
妻子自己教。其余的时间会安排篮球、足
球、高尔夫、陶艺等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
送孩子到社会机构办的各种学习班学习。
语文的内容偏重传统文化，会上《论

语》《弟子规》、唐诗宋词等等，儿子自己再
进行一些他感兴趣的阅读。数学和英语会
买教材来根据儿子的情况重新编排进度。

主持人# 你决定把孩子带回家自己教

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孩子在社会化功能

方面可能受影响"

赵岩#的确对此有过担心，担心儿子变
得个性古怪，在与人沟通上出现问题等。现
在看来情况并不是之前担心的那样。他在
各种社会机构办的学习班里，能认识很多
小伙伴，大家玩得很好。我和儿子专门交流
过关于朋友的话题。儿子说，在学校里同学
们都是各管各的，一放学就各自回家，也没
多少机会在一起玩，他说在足球俱乐部里
交到的朋友最要好。

主持人# 你打算在家教育孩子到什么

时候"

赵岩# 打算教到孩子十六
七岁吧。到那个时候，该学
的他也都学了，之后要
怎么选择自己的路
由他自己决定。
在国内考大学，
出国读书，
学门手艺
等等都可
以。

主持人的话

" "

近些年来!在我们身边
出现了这样一些父母!他们
没有把孩子送去学校学习!

而是为孩子选择了另外一
种方式"""在家里自己教#

!"后们熟悉的 $成长的烦
恼%中!麦琪曾把小儿子本
留在家中自己教!这种在美
国叫做 #$%& '(#$$) 的
教育模式是否适合今天的
中国社会&

! ! ! !主持人#李岚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对于在

家教育孩子!李岚怎么看"

李岚# 我个人不大赞成把孩子留在家中自
己教育，更愿意选择送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任
何一种教育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偏重
应试的教育模式，和某些国家“放羊式”的教育
模式，都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有其普适性。一个
孩子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是人生中获取基础
知识的阶段，不论哪种教育体制，都可以满足这
个需求。而且，同龄的孩子们身上，总是共性的
地方比较多。
教育不仅是获取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和

年龄相仿的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相处的过程。
在家教育孩子，虽然表面看孩子可以参加各种
社会机构办的兴趣班，没有脱离社会，但是，孩
子在同龄人这个群体里的归属感还是比较差
的。一起在学校里做了几年同学，和在兴趣班里
做了几个月同学毕竟是不同的。没有在学校里
受教育的过程，孩子很难站在既充满竞争又有
共同利益的团队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主持人#对于中国的教育现状!我们听到不

少质疑的声音!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孩子"

李岚#在喂养孩子的时候，我们
总是希望给他各种各样的食物，让他
得到的营养越丰富越好。我想教育
孩子也是一样的。不那么完美的
“食物”也许更能激起孩子自身寻
求的欲望。而且，将来走出校园后，
孩子要面对的世界就是不完美的。
在家由父母自己教育，也许给孩子

提供的都是父母认为最适合他的，但
是，成年后他面对的世界不可能什么都

是适合他的，到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作为家长全盘否定现行的教育体制

不是好方法，不合适孩子的部分，我们可以帮助
化解。对于一些事情，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做
判断，但是不要替孩子作决定。

! ! ! !主持人#刘丽云是位小学教师!也是位班主

任! 在工作中你所感受到的如今的家长们的状

态是怎样的"

刘丽云#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家长们的需求
多了，有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极度关注，简直到
了矫情的地步，任何机会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
从班级里选中队长、小队长，到学校的讲故事比
赛。有的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这些荣
誉，就会找老师问：“我家的孩子哪里不好？”曾
经有位家长，孩子在讲故事比赛中得了二等奖，
他直接把奖状拿给老师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没
有得一等奖？”像这种对孩子过度关注，甚至有
些焦虑的家长，这几年似乎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 对于家长将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

育!你怎么看"

刘丽云# 现在很多对教育体制
的质疑都聚焦在“唯分数论”，我是
教师，但我也有孩子，也是一个家
长，我不欣赏“唯分数论”，可是如
今的大环境下，不靠分数作为一
个衡量指标，可能会带来更大的
不公平。事实上，在学校里，并不
只是围着考试、分数，孩子在学校
可以认识很多同龄人，交到很多
朋友，融入集体，这些对孩子的成
长是非常重要的，而把孩子留在
家里教育，孩子就很难经历这些
了。我不太赞成把孩子带离学校
在家由家长自己教育。
在学校里，我们倡导每天愉

快地来学校，愉快地回家。作为班
主任，我的教学工作中有 .+/的
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的情绪状
态，发现他们有难过、沮丧等异常
情绪，会及时地了解情况并给予
疏导。

把孩子带回家按
自己的方式教

!

孩子的成长需要“不完美”
"

“在家教育”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过度关注孩子的家长越来越多
#

专家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