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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是高中语文老师。儿
子上的技师院校，毕业后被上海一
家汽车制造企业录用，成为一名技
术师。

她认同网友“一线教师压力
大，工作量过大，在时间上无暇顾
及自己的孩子，孩子肯定处于竞争
的弱势”这个观点。

刘老师已带四届班主任，每届
从高一到高三。刘老师自称是
顾了学校顾不了家。本来儿子
学习不错，但因为自己当班主任
后，早晨早早到学校，晚上 10 点
学生上完夜自习后离校，到家后
孩子要么已睡，要么在玩电脑。
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工作，儿子吃

不好也没人陪。自己管孩子的
时间少，辅导时间少了，学习在
初二下半年出现严重下滑。

“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开导过也
打过骂过，但孩子就是不能回心转
意。成绩从此再没上去。中考只
够一般高中线。曾想过考个好的
高中，也许住校后能在学习上出现
转机，但孩子说什么也不想上。最
后勉强同意上了技校。”刘老师说
也曾不想当班主任了，但看到 70
多名带到高三的学生又心中不忍。

“如果能重来，我会想办法使
工作家庭两不误。我相信教师同
样能当好家长。”刘老师再次重复
这句话。

网上热帖称教师子女优秀人才少

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当事人各抒己见，有认同，有反对

有网上热帖说，教
师自己的子女能成
为优秀人才的少得
很，而且这些优秀
的孩子还相对集中
在父母是教研工作
人员或学校行政的
范围里，而真正一
线教师的孩子实不
多见。有人归因于
一线教师生存压力
大，工作量过大，无
暇顾及自己的孩
子，无形中令自己
的孩子处于竞争的
弱势。但事实又似
乎远不是这么简单
的因素所致，而是
身为教师本身对教
育自己的子女存在
许多的盲区。针对
这个敏感而现实的
问题，记者进行了
一番深入采访，请
一些身为父母的老
师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深度剖析，他们
教育子女有成功也
有留下遗憾的，也
许这些教育“经验”
及教育人士的剖
析，会从不同的角
度 给 人 们 以 启
迪。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王老师不认同教师子女多数
不成材的观点。认为主要在家长的
引导,要早早为孩子确定成长目标,
孩子成才是早晚的事。

接受电话采访时，80多岁的王
老师仍是大嗓门。“哪有什么教育心
得，我当初怎样管你们，我就怎样管
他们（指孩子）。”王老师是记者的小
学老师。对学生很严格，当时全班
30 多个学生，全被他严厉批评、罚
站过。

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能当上
老师，他知道知识对一个人的命
运太重要了。所以，王老师要求
学生和孩子“作业要认真完成，好
好学功课，每年要争取当上‘三好
学生’”。

农村孩子放学后做家务、干
活很普遍。但王老师要求自己的
孩子要先做完作业，他回家再晚
也要检查，作业错了或不认真，会
从床上把孩子掂下床，让他们重
新做。5 个孩子成绩总是前几名，
年年三好生。

为激励孩子好好学习，王老
师常在孩子干活很累时现身说
法。同时，在孩子很小时就替他
们定下“考大学吃商品粮当公家
人”的目标。

有干活“累”的切身感受，有父
亲有知识当老师的“甜”，王老师的
孩子，除老大因家庭负担重早早务
农，其余四个全考上了大学，并有很
好的“前途”。

“教书育人”是对教师的
职业要求，但“教师家长”作为
双重角色难以在工作和生活
中明显区分开来，无形中把职
业行为和习惯渗透在对孩子
的培养上，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在成

长中，品质、生活自理能力、良
好的习惯和修养等更为重
要。教师要学会从自己教学
的圈子中走出来，扮演好家长
的角色，重新审视自己在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当好
孩子成长成才的“导师”。

案例一：王老师，退休，82岁，孩子分别从事教师、公务员、商人等

目标早确定、家长很轻松

身为河南某高校国际教育部
主任的李老师，在其女儿上初中时
就帮她树立了出国留学深造的目
标。高中时到国外留学，目前在美
国攻读硕士学位，职业规划是留国
外或回国任外企高层。

师范毕业的李老师认同成为
好老师的前提——先成为好父母
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要从小培养
孩子的好习惯。”

第一是阅读。他非常喜欢阅
读，在女儿很小时就引导她阅读。
有了阅读才会有思维，然后才有了

女儿更远大的目标。
第二让孩子具有自主思维意识，

与众不同意识，做到正向心理循环。
第三树立孩子自信心。这一

点尤其重要，成功的人都具有自信
心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第四是父母要平等对待孩子，
多与孩子沟通，做孩子的朋友。不
能对孩子要么粗暴，要么娇惯。

在他看来，孩子的错其实都是
家长造成的，从小没有培养好习
惯。自己孩子因为有好习惯，眼界
开阔，才能自己规划未来。

案例二：李老师，在职，50岁，独生女儿目前在美国读硕士

培养好习惯、自己规划未来

案例三：刘老师，在职，53岁，独生儿子技校毕业

称职尽责的班主任，孩子成了技校生

欧阳老师 37 岁，小学数学老
师。女儿上初一，但学习成绩一般，
无自主学习力。用欧阳老师的话“除
学习外对什么都感兴趣”。

他认为教师的子女应该比其
他孩子更早成材才对。因为父母
有很好的资源与理念。

孩子两岁时，欧阳老师也加
入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队
伍 中 ，女 儿 3 岁 时 会 识 许 多 汉
字，6 岁认识近 2000 多个，背 100
多 首 唐 诗 宋 词 ，在 小 学 三 年 级
前 成 绩 不 错 ，这 让 她 觉 得 自 己

的做法是对的。
但谁知四年级后，女儿对学

习失去了兴趣，注意力不集中，爱
玩，成绩下降，欧阳老师费了很大
的劲也无济于事。女儿的小升初
成绩一般，虽说通过努力上了一
所不错的初中，但第一次考试成绩
倒数15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我让
孩子比其他孩子过早的背上学习
压力。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反而
害了她。”欧阳老师总结了自己的
失误。

案例四：欧阳老师，在职，37岁，女儿上初一，学习成绩一般，
无自主学习能力

“专业家长”让孩子输在了竞跑途中

■有此一说

教师在孩子面前
要摆正好自己的角色

一个孩子能否成才或成为
杰出人才，他的人文环境是众
多要素里的决定性要素。在孩
子生长过程中，作为第一人文环
境的妈妈、爸爸是否能读懂孩子，
让孩子自然生长，即尊重生命生
长的规律，这很重要。许多教师
虽然做教育工作，但没有真正研

究、读懂孩子的认知、情感、毅力、
习惯、合作等众多在其长大过程
中，逐渐呈现的成为杰出人才
的重要行为、现象。只会利用
身边的教学资源，让孩子过早
背上学习压力，产生了厌恶学
习的心理，成为杰出人才可能
性极其渺茫。

教师对自己的子女不要要
求太高，并且要考虑孩子的个
人兴趣与爱好，切勿不切实
际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
子身上。这种望子成龙的心
情会导致孩子失去发展的动

力和愿望。对一个可能成为
优秀人才的孩子来说，需要
具备的条件和素质，有和谐
平等的家庭生活环境、批判
性阅读能力、自主思维意识、
自信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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