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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关于孩子几岁上学的问题

,

我们

收录了几种看法
,

供您参考
。

观点一 早点上学好

我觉得孩子当然是早点儿上

学好
。

这样才能
“

领先一步
” 。

人的

可塑性很强
,

早一点上学
,

只要家

长多费些心我认为是可 以让孩子

早 日成材的好办法
。

那些少年大学

生
,

如果不是把教育的年龄段提前

就不可能成为
“

少年
”

大学生
。

观点二 要重视孩子的心理状

况

对于孩子早上学我是有着切

身体会的
。

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

庭
。

环境关系
,

孩子的早期教育优

于其它家庭
。

五六岁时已经明显地

超过周围的孩子
。

于是
,

我让孩子

岁就上了小学
。

应该说小学的课

程对孩子来说是能够接受的
,

但很

快就有新问题出现了
。

孩子年龄

小
,

比班 其他同学好动
,

总显得

有些坐不住板凳
。

因为贪玩还经常

扰乱课堂秩序
,

并且在言语和行动

上也和班上的多数同学有差异
,

成

绩也 由原来 的 中上等变成 中下

等
。

因为孩子从小是伙伴中很优秀

的一个
,

对这样的情况难以接受
。

后来我让孩子降了一级
。

可降级在

孩子的心中仿佛是奇耻大辱
,

他的

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

现在我

非常后悔让孩子早上学
,

因为他的

心理状况还不成熟
。

观点三 正确评价孩子的智力

高女士可能认为 自己 的孩子

很聪明
、

智商高
,

所以有早上学的

必要
。

事实上
,

今天的孩子比过去

的孩子都显得更聪明
。

由于接受知

识的渠道越来越多
,

家长们也不惜

血本地在早期教育上下功夫
。

这并

不说明孩子真的在智力上高出常

人
。

如果让小马过早地拉
“

大车
”

也

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

观点四 重视规律
,

三思而行

任何规律都是有依据的
。

要打

破规律去做事应该谨慎
。

它不仅仅

取决于孩子的智力因素
,

还需要考

虑孩子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

如

果孩子几方面的发展均显超前
,

那

么早上学也没关系
,

否则恐怕会有

不 良的后果
。

恤

如



没想让他成音乐家
,

只是培养一下

兴趣
,

那电子琴最合适不过
。

好

学
,

见效快
,

可以保护孩予的积极

性
。

真的有一天孩子在这方面展

露了惊人的天赋你再换乐器不迟

啊 ⋯ ⋯
”

最终
,

梅给儿子选择了电子

琴
。

没几天
,

梅又来电话问我是不

是孩子学软笔书法会对画画有帮

助
。

原来梅又给儿子报了书法班
、

外语班和美术班
。

我说梅
“

你该

不会是要把你儿子累死吧 干吗

学那么多 ⋯ ⋯”

“

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知道

人家的孩子都学了
,

看到人家的孩

子会这会那
,

自己 的孩子啥也不

会
,

你就是想不学都不可能
。

你不

知道我现在有多累
,

做饭
、

送孩子

上学
、

接孩子放学
、

然后带他去课

外辅导班 ⋯ ⋯我都快散架子 了

⋯ ⋯
”

梅抱怨着
。

我想象得出梅一天天忙碌奔

波的样子
,

也仿佛看到了七岁的孩

童缺少游戏的童年欢乐的无奈
。

我觉得孩子好辛苦
,

辛苦得好可

怜 可他的妈妈又何尝不是一样辛

苦
,

一样辛苦到可怜 想当初 自己

小的时候
,

爸妈整 日督促着学习
。

我那时能歌善舞
,

是学校文艺表演

队的成员
。

文艺队当然也少不了

要排练节 目
、

参加演出
,

后来爸爸

命我退出文艺队
,

原因是害怕耽误

学习
。

那时学习是最重要的
,

只有

学习好才能考上大学
,

才能前途光

明
。

所以爸爸妈妈才这样辛苦地

提醒我
、

督促我
,

要让 自己没能实

现的夙愿在儿女身上实现
,

更不愿

看到儿女再去尝试 白己吃够的苦

头
。

一晃数年
,

我们这一群当初的

孩童也已 为人父母
。

我们都有书

读
、

有学上
,

可是我们又发现在今

天单单读了十几年的书是远远不

够的
,

要多才多艺
、

要文武全能
、

要

综合素质 ⋯ ⋯怎么办 我辈似乎

已经起步嫌晚
,

也罢 只好在孩子

身上下下功夫
,

免得重蹈今 日覆

辙
。

于是我们的下一代便要直面
“

综合培养
”

了 ⋯ ⋯

可怜天下父母心
。

父母的善

意无可厚非
,

孩子们抱怨负担过重

的时候可能理解不了爸妈的苦心
,

但有一天他们长大了
,

也为人父母

的时候终会明白这一切原本源于

深深的爱
。

尽管爱得过多便是负

担
,

可这样的理由终究可以原谅
。

历史其实总在重复
,

故事差不

多
,

只是换换主角
,

谁知道再过二

十年
,

那时的孩子又在学什么 二

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