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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东 汪婷婷 记者 于彩丽

高考已经结束，广大考生终于
可以松了一口气。其实，为高考忙
碌、为高考紧张的除了走进“战场”
的高考大军，还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那就是陪读妈妈。她们有的放
弃职场，全身心相夫教子；有的成
为城市新移民，陪儿女进城读书；
有的送别丈夫外出打工，独自留守
乡村陪伴照顾孩子成长。日前，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了高
三和高二年级的陪读妈妈，不少陪
读妈妈和孩子同住在一间出租屋
内，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娘俩睡
一米五宽的床，半夜醒了不敢动，
孩子写作业我也不敢走动，就怕吵
着孩子。”

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吴秋芬：

陪读要避免包办一切
重在帮助养成学习习惯和态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教育的重视，越

来越多的妈妈们加入陪读妈妈的行列。那么妈

妈们要不要陪读，如何有效陪读呢？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合肥师范学院教师

教育学院院长吴秋芬教授。她坦言自己反对包

办一切的陪读，“可能从眼前利益来看，学习成

绩会好一点，但是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非

常有害。”如果陪读的话，吴秋芬建议陪读妈妈

们应注重对孩子学习习惯和态度的培养，让孩

子回归自然。

吴秋芬称，给孩子一定的生活学习方面的

关心照料是应该的，但是孩子不可能生活在一

个真空当中，而要生活在自然当中，关心过度实

际上也是一种溺爱，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剥夺，剥

夺孩子成长的权利和很多机会，包括尝试的机

会、犯错误的机会。“为什么有些孩子到了大学

以后，非常不适应，就是因为有些父母包办代替

太很了，有手脚不让动，有大脑不让独立思考，

有事情父母替他们做，有困难替他们克服，有危

险替他们排除，孩子虽然学到了知识，但是学习

是一个全面素质的培养过程，父母亲忙自己的

事，孩子学会自己克服困难，这跟学习上要克服

很多困难其实是相通的，是会迁移的，包办不利

于良好的品质培养。”

在吴秋芬看来，家长应让孩子回归自然，不

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其实孩子离开你，他会

生活得很好，更多的事情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

做、去尝试，给孩子更多的尝试机会和犯错误的

机会，他就会慢慢地成长起来。“如果一直陪读

到高三，建议不要突然放弃陪读，这样可能会出

现一些问题。但是在生活中要尽量回归自然，

该孩子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去做，可以帮助

学习。”

同时，吴秋芬表示，陪读要注重与孩子沟

通，学习内容上的沟通，家长不一定都做得了，

但是可以进行学习习惯和态度上的沟通，比如

有些孩子会写写作业看看电视，写写作业喝喝

水，这就是习惯问题。陪读要帮助孩子培养良

好的学习习惯，比如说开始学习前，要做好哪些

准备工作，准备好了之后再开始，开始了之后应

该怎样规范自己，比如我开始做作业就不要动

来动去了，专心致志地看书。写完之后，该检查

的要自己检查，家长要做的是教会他们该做什

么，督促他去做好。

同睡一床半夜醒了不敢动

记者第一次跟沈思萍联系时，她正在菜市场买菜。“十点多就得回
到家准备做饭了，要不然怕女儿回家饭菜还没做好，会耽误时间。”

沈思萍的女儿悦悦在合肥八中就读高二年级，为了让孩子提早进
入高考状态，高二下半学期，也就是今年过年以来，沈思萍在合肥八中
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家住新站区，这边 40 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要
1400元，不租房子没办法，但是在这边租房子，就顾不了家里了，现在
老公和孩子只能顾一头。”

悦悦每天早上6点40分准时从家出发去学校，沈思萍每天在6点
起床给女儿准备早餐。8 点多钟，收拾完家务，便和其他陪读妈妈们
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上午忙忙碌碌还好，下午一个人在家就会很无
聊。”沈思萍告诉记者，女儿11点30分放学回家，无论刮风下雨，她都
要在上午10点30分之前买完菜回家，开始做饭，“有一次她放学回家
了，我的菜还没烧好，我好紧张，急得手忙脚乱的，因为她时间紧，吃完
饭还想让孩子午睡一会，然后又要去学校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敢
搞那么晚了，但是也不能做太早，太早的话等她回来菜又凉了。”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出租房里，沈思萍只能“蹭网”用手
机下载点电视剧看看，打发时间，偶尔也跟其他陪读妈妈一起聊聊天，
聊聊孩子学习。“虽然跟孩子住在一起，但是交流并不是太多，午饭时
间她有时候会跟我说说学校发生的事，有什么不开心的说一说。”

虽然离高考还有一年多时间，但多数高二学生已然开始“打时间
战”，悦悦每天晚上10点多放学回家，沈思萍会给女儿备好洗澡水，洗
漱完看看书，到 11 点 30 分才能睡觉。“我都是等她睡着了再睡，她看
书时我又不能睡觉，怕她有什么需要，但是也不敢胡乱走动，怕她心
烦。”沈思萍说，因为租的房子不大，只有一张 1.5 米宽的床，“娘俩睡
一张床上，半夜我醒了都不敢动，生怕吵醒她，打扰她休息。”

在沈思萍看来，她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对女儿投入再多都不
过分，“只要她能考个好大学，我们多辛苦点都没什么。”

12点以前几乎没有睡过觉

早晨 6 点起床，给孩子准备早饭，然后出门买菜，回家做饭，做做
家务，晚上十二点睡觉。这是钱女士作为陪读妈妈的“日程表”。

钱女士的女儿雪儿就读于合肥一中，和其他陪读妈妈一样，钱女士随
着女儿来到学校旁边租了房子，专门照顾孩子衣食及上学。但她似乎比
普通妈妈更费心，“我们家女儿挑食，买菜对我来说很累。我觉得有营养
的菜，有些她不喜欢吃。都说饮食要均衡，可是她不喜欢吃的菜，再有营
养也不行，我只能变着花样做她喜欢吃的，还得尽量做营养均衡一些的。”

高考前雪儿每天晚上 11：15 才能从学校回来，钱女士说，每晚会
坚持准备热水给女儿泡脚，“听说一方面对身体好，一方面能缓解一下
压力。”冲刺阶段，雪儿每天晚上要学到1：30才睡觉，为了不打扰女儿
看书，钱女士一般过了12点才睡下，“12点以前几乎没睡过。”

钱女士告诉记者，虽然跟孩子住在一起，但是聊天的机会并不多，
“怕问太多了给她压力，不知道怎么开口。”遇到女儿考得不好的时候，
钱女士也不敢批评，只能趁着女儿心情好时玩笑般地说一句“某某同
学考得不错，你要向他学习。”钱女士顿了顿说，“其实我经常跟她爸爸
说，不管孩子考得好与不好，都是我们的孩子，只要长大能成人就行。”
但是怕孩子有所松懈，所以这些话钱女士从未跟孩子提起。“高二开始
陪读，辞掉了工作，只希望孩子能成人成才，也就值了”。

看孩子高兴了才敢说话

家住亳州市涡阳县大于村的
侯女士往年都在温州打工，和丈
夫一起卖早餐做点小生意。去年
9 月份，在亳州一中上学的儿子亮
亮读高三了，听说孩子睡眠不太
好，侯女士和丈夫商量，留一人在
温州做生意挣钱，而她要回老家
陪读。

“家里离亳州市很远，就在亳
州一中附近租了房子，一间卧室，
一间厨房，一年要花掉七八千块的
房租。”侯女士言语间透露着不舍，
随后又补充道，“不过为了儿子考
个好大学，也值了。”

亮亮每天早上6点要去学校早
读，而侯女士则要在 5 点起来给儿
子准备早餐、收拾一天上课需要的
用品，冬天还要早起给儿子烧热
水。“他吃完饭去学校了，我再吃，
然后收拾收拾家里，就要上街去买
菜了。”侯女士说，儿子吃饭比较
挑，去晚了买的菜不新鲜，儿子能
尝出来，吃得就少。“想让他多吃
点，大人再舍不得吃，也得给孩子
挑好的买，牛羊肉、鱼肉、鸡蛋、牛
奶不敢断。”每天晚上10点多，亮亮
结束晚自习回家，侯女士 9 点多要
开始为儿子准备夜宵。“夜宵不能
吃太多，吃多了睡眠效果不好，但
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吃，正长身体
呢，不吃怕饿着。”

所有这些忙碌，在侯女士看
来都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事情，
我能帮他解决，但学习上的压力，
我却没办法。”侯女士说，自从陪
读以来，经常感觉儿子心情不好，

“我也知道可能他压力比较大，尽
可能不给他加压，但是学习又不是
干活，我不能帮他干，还得靠他自
己来调节。我得每天陪着笑脸，看
他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少说话，怕
做错了说错了惹恼他，看孩子高兴
了才敢凑上去说说话，一般都是成
绩考得不错了，他心情就会好一
些。”侯女士告诉记者，看见孩子
心情好的时候，会趁机跟他聊聊
学习，问问成绩，看孩子心情不
好，就什么都不敢说，留孩子在屋
里做作业，自己出去逛逛，尽可能
少打扰孩子。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胡正球 | 组版李静 | 校对刘军

深读新闻SHENDUXINWEN

走近陪读妈妈：

与孩子同睡一床
半夜醒了不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