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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白女士碰到个烦心事。她的儿子是高二年级的班长，平时班里的大小事情也挺多，她怕影响了孩子的成绩。
毕竟开学后就要上高三考大学了。“可当班干部又能锻炼孩子的能力，真让我左右为难。”

与白女士想法不同的是，市民董先生是孩子当班干部的忠实支持者。高中期间，董先生的女儿在竞选班干部时也
怕耽误学习。董先生与女儿分析了利弊，鼓励她迎接挑战。“即要为同学服务好，还要在学习上当好表率。”董先生的孩
子去年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提起在大学中已竞选上校学生会副主席的孩子，他将这归功于孩子高中三年的班干部
锻炼。“不仅仅是综合能力培养，对学习也帮助很大，这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记者曾采访一个叫明明的中学生。“你平常洗袜子吗？”“不洗。”“那平时都是谁给你洗？”“妈妈。”“妈妈不在家呢？”
“爸爸洗。”

接着记者又问：“如果你的爸妈都很忙，没时间洗呢？”“那就放着，等他们有时间再洗。”“长大离开父母了，谁给
你洗？”“请保姆呀！”“一双袜子，你为什么不自己洗？”明明却很坦然地说：“我不知道怎么洗。”

随后，记者又问明明的母亲“为什么孩子十二岁了，还不让他学洗袜子？”母亲也很坦然：“他现在学习忙，长大了自
然就知道洗了。”面对明明母亲的回答，记者让她听了对明明的采访录音，这位母亲愣了许久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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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升大学的压力，

“时间紧、任务重”
成了家长与学生
心中的结。所以
在高中期间，很多
家长都让孩子“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
其他诸如课外活
动、当班干部等在
家长眼中均属于

“旁门左道”而不
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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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班级活动，能锻炼孩子各方面的能力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一些高中生和家长。
高二学生王冉说自己以前非常爱玩，学习成绩在班里仅是中游水平。高二后，班主任让他当纪律委员。他不仅改掉

了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坏毛病，而且学习也更加努力。在期中考试中从班里的20名左右，提高到了第13名。

网友苏闻认为，能力是最重要的，成绩只是表面的。应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团，最好能担任社团组织者的角色。这

样孩子在为人处事，工作能力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当班干部对个性要强的孩子来说尤其是件好事。因为班干部一般都是班成绩好的同学担任的，如果因为当了班干
部而影响成绩，肯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会更加发奋读书，反而对学习帮助更大。”家长林献良说。

大多数家长认为：选学习不好的孩子当班干部，对他是个激励，能促使孩子树立自信，加强自律，更加努力地学习，可
促使孩子由后进变先进。这对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学习的兴趣都大有益处。

担任班干部，能增强孩子自信
教龄20多年的郑州中学高一年级班主任李老师告诉记者，在她眼里没有好坏孩子之分，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优点，也都有

缺点和调皮的一面。不能单纯以学习的好坏来判断一个孩子是差是好。有的孩子学习差一点但体育好，可以让他当体育委
员，有的孩子热心班级事务，积极参加班里的集体活动，虽然学习稍差一点，也可以选他当劳动委员或宣传委员等。

“孩子一旦当上了班干部，都会努力表现自己，以一个班干部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李老师认为，大胆任用学习成
绩不好的学生当班干部，学生会增加自信、自尊，更加全面地发展，学习成绩也会随之提高。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永志在《综合素质教育是成功的基石》中谈到，做学生干部第一好处是锻炼口才，提

高表达能力。第二可以培养组织和与人相处的能力。三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学生时代做社会工作，对人的培养、锻

炼特别重要。如果真想成才，年轻时非得有这方面的锻炼不可。”

“其实家长大可不必拿孩子当班干部太当回事。”董先生说，只需告诉孩子当了干部，责任就大了，要对自己更严格，想

问题要更全面，更多的替别人、替集体着想。“能力和潜能是在激励与责任中迸发出来的，鱼和熊掌能否兼得，与当不当班

干部并非水火不容，孩子敢不敢、家长让不让试一试才是关键。”

“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一直以来，
家长都把能吃苦
看作是孩子必备
的优秀品格，吃苦
的经历也被看作
是孩子成长的道
路上必修课。当
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时，一些家长开
始不惜让年幼的
孩子下工地，进农
田，以便践行“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
上人”的道理。

但有些时候，
家长也不免疑惑：
吃苦教育，又能让
孩子获益多少？

孩子现在不愿吃苦是家长原因造成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不少的父母把孩子看作是未来的希望，但却不培养未来希望之星应该具备的

优秀品质，包括“吃苦耐劳”。

社会教育学专家、郑州心智开发教育中心的许之善分析，许多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宁肯自己吃千般苦，也不让

孩子受丁点儿累。于是，从小养成了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习惯，缺少自立性和吃苦精神。甚至连中学生

都不能吃苦、害怕吃苦。

有些父母想当然地认为，孩子长大后自然就会具备自立能力和自强精神，现在学习成绩好比什么都强。对
此，许之善说，这种想法是极不足取的。

在许之善看来，孩子不愿吃苦，拒绝吃苦，并非孩子的错，而是父母没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上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
这节课的错。

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吃苦的习惯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说：“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那么首先要学会吃苦。能吃苦的人，一切的不幸都可

以忍受，天下没有跳不出的困境。”可见，为了让孩子以后幸福，父母是不能心疼孩子吃苦的。
在日本，一些家庭常利用“挫折教育”培养孩子的吃苦能力，日本还提倡“穷留学之风”，让富裕的大城市学生，到偏

远的山区接受艰苦的生活训练。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瑞士的父母很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十五
六岁的女孩就要到别人家做一年女佣，上午劳动，下午上学；男孩也要参加劳动，锻炼吃苦和独立生存的能力。

而中国的父母容易走极端。孩子小时不培养，等养成了不良习惯后，就拼命让孩子参加“吃苦夏令营”之类的活
动，试想，在养成教育最关键时期，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却怎能期望这种短期的吃苦教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郑州一中分校靳老师表示，家长并不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吃苦夏令营才算吃苦。对吃苦精神的培养，渗透到平时生
活的点点滴滴会更有效。如让孩子做家务、到社区做义工等都是“吃苦”锻炼。如果报吃苦夏令营，要先征得孩子同
意，这样锻炼才有效。

“另外要注意的是，家长不要一本正经地对孩子说‘今天要让你尝尝吃苦的味道’。”靳老师提醒说，最好在日常生
活中，在孩子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吃苦”别让孩子感到太难接受，要让他努力后也能承受。让孩子在潜移默化
中拥有这种品行。

实例：孩子当干部家长却作难

解析：家长别拿班干部太当回事

实例：不会洗袜子的中学生

解析：把吃苦培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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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素质的提升，才能让学生笑对未来人生个人素质的提升，才能让学生笑对未来人生

潜移默化中拥有坚韧的品行，未来的路潜移默化中拥有坚韧的品行，未来的路
学生才能走得更坚定学生才能走得更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