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淇淇，我们经常说，要做一个善

良的人，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

要及时助人为乐，但什么时候有例外

呢？”“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有大人寻求

我们帮助，不能轻易帮忙。”视频里，5

岁的小女孩淇淇正在回答镜头外妈妈

提出的问题。母女俩一问一答，正在

录制安全知识科普小视频。

在一旁提问的妈妈名叫凌春璐。

每周，她都会录制一个关于亲子教育的

小视频发在视频号上，有时女儿淇淇出

镜，有时自己出镜科普。这个习惯始于

去年5月。“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以

前常有毕业学生的家长联系我，说自己

的孩子到了初中后感觉很不适应，不知

道作为家长该怎么做。”凌春璐说，去

年自己的儿子正好在读初二，对孩子

小学到初中的转变很有心得，于是萌

生了拍科普小视频的想法，以自身的

经历，结合平时碰到的一些教育问题，

希望能让更多的家长少走一些弯路。

出了一期小视频后，反响很好，家长们

都爱看，于是她就坚持了下来，也成了

后来她陪伴孩子的一种方式。

去年8月底，凌春璐从我市解放小

学调往金华市湖海塘小学任教，这一

调，与两个孩子的相处时间难免就减

少了。为了陪伴孩子，她选择每天两

地往返，早上 6 时多出发，下午没晚托

可以 5 时到家，有晚托时就得晚上 7 时

才能到家。“一开始，淇淇很不适应，我

醒她就醒，后来才慢慢习惯。”凌春璐

说，工作调动对女儿的影响比较大，读

初三的儿子倒还好，只要给他做好早

饭就行，家里离学校近。

空间上的距离远了，如何拉近心

灵上的距离呢？凌春璐便想到，让淇

淇一同参与到录制小视频的过程中。

拍摄孩子安全教育主题时，就让淇淇

出镜回答，加深她的理解。而拍摄亲

子教育主题时，凌春璐在镜头前讲述，

镜头外的淇淇便会自觉坐在旁边静静

聆听，一期不落。渐渐地，淇淇变得更

爱分享了，也更爱自学了。有时候，淇

淇还会学以致用，指出爸爸妈妈不对

的地方，自己也会进行反思。

“面对面教育孩子显得太严肃，

我就会把想对他们讲的话写进文稿

里，这比单独对他们说更有效，也更

深刻。”凌春璐说，录制家庭教育小

视频，也是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用

自己努力的样子给孩子做好榜样，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促成孩子长成

最好的样子。既然无法时时刻刻陪

伴左右，那就用有限的时间，进行有

效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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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小视频 科普的同时也是教育孩子

与凌春璐相反，姚佳兵因为儿子

马利去金华读书，自己才去了金华。

2020 年上半年，距离马利幼升小还有

几个月时间，姚佳兵夫妻陷入了纠

结。当时，她在永康经营着一家皮肤

管理店，丈夫则在兰溪工作，只有周末

才能回永康陪伴孩子。若在永康读小

学，那么就会继续面临父亲陪伴不足

的问题。如果去金华，路途能折中，丈

夫便能每天回家陪孩子，周末一家回

永康也方便。只是有个问题，自己的

店怎么办？

“我们考虑了几个月，还是觉得应

该以孩子为重，为了他能更好地学习

和成长，我们双方都必须做出牺牲。”

姚佳兵说，想通之后，她果断地将店转

让了出去。虽然很不舍，但工作本身

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家庭在她心中

才是第一位。

去了金华之后，一家三口终于可

以每天团聚。妈妈负责辅导语文作

业，爸爸就辅导数学作业，做作业间隙

还会穿插眼保健操时间。老师布置了

任务，他们都是共同参与。为了让马

利有更多小伙伴，他们就常带他去参

加户外活动，比如放风筝、野餐等。“陪

读，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的成

长，与他交心，而不是为了盯着他学

习。全职陪读的妈妈有很多，有些家

长虽然待在孩子身边，却专注着玩手

机，这其实都称不上陪伴，我希望我的

陪伴是高质量的。”姚佳兵从不会在学

习上要求过多，而是充分调动马利的兴

趣，利用周末去上兴趣班。马利喜欢攀

岩，他们就常带他去。尽管会因此减

少回永康的次数，夫妻俩仍坚持不懈。

从前在永康时，夫妻俩与父母同

住，既不用做饭，也不用做家务。去了

金华之后，什么都要靠自己，姚佳兵也

终于学会了做饭。陪读的生活很无

趣，日复一日，有人问她后悔吗，姚佳

兵总是很坚定地说，不后悔。“孩子

的成长就只有几年，父母陪与爷爷

奶奶陪完全不同。以后回想起来，

他 的 每 一 步 都 是 我 陪 着 他 过来的。

他的饮食作息习惯、兴趣爱好、性格发

展、个人小规划，我全都了然于心，这让

我觉得自己是个称职的妈妈。”姚佳兵

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工作，但能给孩子

足够的安全感，能换来父母永不缺位

的陪伴，这一切很值得。

融媒记者 李悦

陪伴成长每一步 对孩子各方面了然于心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成长的摇篮”，正确地陪伴孩子成长，在家庭教育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他们在困惑时需要有人指引，在悲伤时需要有人分担，在
苦闷时需要有人倾听，在徘徊时渴望有人帮助⋯⋯

是否抛下工作全心全意陪伴孩子？怎样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全职妈妈又该如何做到有效陪伴？许多家长
都曾迷茫过，大家都在自己的生活里一步步摸索，寻找最好的陪伴方式。日前，记者分别采访了两位根据自身情况
做出不同选择的妈妈，了解他们的育儿之道。

走进孩子内心 需要时不缺席

高质量陪伴助力孩子幸福成长

家家有本教育经J

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高质量的陪

伴非常重要。凌妈妈通过与孩子录制

教育小“微课”的方式，不仅弥补时空相

处上的不足，更是激发了孩子自学与分

享的兴趣。因为孩子去金华读书，姚妈

妈毅然放下工作前去陪伴，近距离地给

予孩子言传身教，做出了很全面的示

范。她们根据各自家庭的情况，选择了

不一样的陪伴方式，但都在努力给予孩子

们高质量的陪伴，这不仅给了许多家长启

发和借鉴，更说明高质量的陪伴，不仅是

指物理时空上的陪伴，还应该是心理距离

上的靠近，包括情感陪伴和思想陪伴。如

何更有效地陪伴，让陪伴内容更丰富，陪伴

形式更多元，是我们为人父母者的必修课。

交心，思考常换位。朝夕相处的时

间多了，人与人之间的优点与缺点，都

会被放大。如果家长不能很好地与孩

子交心，不去换位思考，再长时间的“相

处”，也只是徒增对彼此的不满。同时，

家长不能将自己未竟的人生理想强加

给孩子，更不能把学习成绩当作家校联

系的唯一纽带。我们要为孩子的理想

添柴加薪，但这不能单一地理解为就是

为孩子提供最富足的生活条件，让孩子

上各种兴趣班、请家教等。教育是一种

自醒，我们都应该努力学会向外劝导孩

子，向内劝导自己。

共情，陪伴不缺位。金钱买不来与

孩子心贴心的交流，请再专业的厨师，都

敌不过父母亲手做的一顿家常饭。陪伴

能让孩子敞开心扉，让家长真正走进孩

子的内心世界，让孩子把问题说出来。

共情是问题解决的基础。孩子出现问

题，我们往往会认为就是孩子的问题，或

是学校的问题。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

长是树根，孩子是花朵。如果花朵有问

题，树根也应学会反思。面对孩子犯错，

家长们应该耐心地和孩子一起寻找原因，

共同商量对策。家长通过共情，与孩子以

平等的姿态，给予客观的评价和最正确的

示范，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陪伴。

划界，陪伴不错位。父母一方面告

诉孩子什么事应该坚持，什么事必须抵

制；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之间也要科

学划界，各负其责。成长是孩子的事

情，父母是代替不了的。父母的作用应

该是点燃孩子积极向上的激情之火，而

不是拼命燃烧自己企图去照亮孩子。

帮助孩子超越自我，和孩子一起规划一

个积极向上的充满正能量的美好愿景

比什么都重要。不要事事插手，孩子需

要慢慢去探索世界，只有科学划界，陪

伴不错位，才会让每一个孩子主动去发

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缺憾，才会懂得珍

惜与包容，才会得到成长与磨砺。

□专家支招

田凌艳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永康学
院党支部书记、市妇联副主席（兼）

三“位”一体
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陪伴

马利的眼保健操时间

淇淇在一旁观看妈妈录制小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