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对于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行为

区分出放任型、 陪读型、 问题干预型和

严管型等四种不同类型。 统计结果显示，
在四种类型中， 基本不管孩子学习的放

任型家庭占所有家庭的一半以上， 高达

53.5%。 其次是对孩子学习监管少但在遇

到孩子不做作业等问题时比较强势的问

题干预型家庭占比 20.9%； 接着是对孩

子学习有监管且要求严格的严管型家庭

占比 17.8%； 最后是对孩子学习进行强

有力监督和辅导的陪读型家庭， 所占比

例为 7.9%。
四种类型在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收

入水平家庭上的分布数据分析显示， 拥

有专科、 本科或研究生等学历的父母倾

向于采取陪读型的支持与介入模式， 占

到 50%以上， 并且几乎没有家庭采取放

任型模式。
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父母更多采

取放任型的支持与介入模式； 未受过学

校教育的父母更多采取问题干预型模式，
比例都高达 50%以上。

可以说， 高中/中专学历是陪读型家

庭的重要分界线， 学历在此之下的家庭

较少存在陪读型模式， 学历在此之上的

家庭陪读型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高。
就不同类型家庭的支持与介入表现

而言， 陪读型家庭和严管型家庭的总体

表现好于放任型家庭和问题干预型家庭

的总体表现。
在学术性学习结果方面， 陪读型家

庭的子女成绩最好， 严管型家庭的子女

成绩较好， 放任型家庭的子女成绩较差，
问题干预型家庭的子女成绩最差； 在非

学术学习结果方面， 子女的表现依次是

严管型家庭高于陪读型家庭， 陪读型家

庭高于放任型家庭， 放任型家庭高于问

题干预型家庭。

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的类型比家

长的受教育水平更能预测子女学习结

果的变异。
总体上， 无论是子女的学术成就

还是非学术成就的差异在不同学历的

家庭上基本呈现一致性的特征， 即学

生的学习结果不会随家长学历的变化

发生大的改变。 学生学习结果的差异

主要是由家庭支持与介入的不同类型

导致的。 并且四种类型相比的话， 严

管型家庭子女的学习结果通常是最好

的 ， 其次为陪读型 ， 再 次 为 放 任 型 ，
最差的是问题干预型。

以学生的学术性科目学业成绩为

例，与家长教育水平相比，家庭学习支持

与介入类型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
在其他非学术性学习结果上，也是如此。

一 般 情 况 ， 家 庭 学 习 支 持 与 介 入

类 型 与 家 长 教 育 水 平 有 一 致 性 ， 但

值 得 重 视 的 是 一 些 例 外 的 表 征 ， 这

主 要 体 现 在 最 低 学 历 和 最 高 学 历 的

家庭中 。
就学业成绩而言， 父母是研究生

学历的家庭中， 陪读型家庭子女的学

业成绩要高于严管型家庭的子女的学

业 成 绩 。 就 学 习 动 机 而 言 ， 在 父 母

“未受过学校教育” 的家庭中， 严管型

家庭子女的学习动机比问题干预型家

庭子女的学习动机还要低。 就自我效

能感而言， 在父母是研究生学历的家

庭中， 问题干预型家庭子女的自我效

能感比严管型和陪读型家庭子女的自

我效能感反而要高。 另外一个独特的

现象是， 在父母是本科学历的家庭中，
采取放任型模式的家庭， 其子女各方

面的学习结果都最差。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所长）

放任型家庭中， 孩子的学业成绩与非学术性成就
都比较差

■本报记者 朱颖婕

五角场大学路 301 号 702 室 是 一

间闹中取静的民居 ， 同时也是很多周

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共同的 “家”。 这

里的顶层阳光房 ， 收藏着春夏秋冬的

每一缕温暖 ； 阅读室和乐器室里 ， 承

载着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梦想 。 它有一

个美丽的名字———“久牵”。
始于 2001 年的 “久牵 ”， 创始人

是张轶超 ， 最开始 ， 他只是复旦大学

的一名研究生 ， 而 “久牵 ” 是一支志

愿者队 ， 为杨浦区江湾地区的外来务

工人员子弟学校提供支教服务 。 让孩

子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 这也是

张轶超毕业后选择教师这一职业的理

由， “久牵” 也因此延续了下去。
如今的他在相对来说更国际化的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任教， 而业余时间，
他 则 将 先 进 的 课 程 和 理 念 带 给 更 多

“久牵” 的孩子。

“我喜欢当老师的感觉”

嘉定区长征乡 ， 也就是现在的普

陀区真如地区 ， 是张轶超从小生长的

地方 。 在他关于童年的记忆中 ， 有平

房 ， 有田地 ， 还有特别的乡音 。 2001
年 ， 作为大学生志愿者 ， 复旦大学的

张轶超来到江湾地区的农民工子弟学

校支教 。 在那一瞬间 ， 他想起了自己

的农村童年。
那之后 ， 张轶超和几名同学自发

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给孩子们进行

课外辅导 。 他们在一个名为 “久千公

寓 ” 的小区内租借了一套公房 ， 开辟

了一个独立的教学中心 ， 不但教授课

外知识和技能 ， 同时通过陪伴孩子慢

慢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 。 这就是 “久

牵” 的雏形。
这段经历改写了张轶超的人生轨

迹 ， 他意识到两件重要的事 ， 第一是

“我喜欢当老师的感觉 ”， 第二是 “这

些 农 民 工 子 女 的 手 ， 我 要 一 直 牵 下

去。” 2002 年从复旦毕业后， 他来到刚

刚建立的平和高中部担任知识理论课

教师， 同时决定将 “久牵” 延续下去。

带给孩子的是更丰富的生活

目前 ， “久牵 ” 拥有四个固定的

青少年活动中心， 包括上海唐镇中心、
上海五角场中心 、 上海宣桥中心 、 云

南勐腊中心。 此 外 ， 志 愿 者 还 会 不 定

期赴河南 、 安徽等地的上课点进行短

期 支 教 ， 据 统 计 ， 已 累 计 服 务 1000
多名学生。

张轶超介绍， 2006 年至 2010 年 ，
“久 牵 ” 的 教 学 重 心 主 要 在 于 艺 术 教

育 。 随 着 志 愿 者 的 不 断 加 入 ， 合 唱 、
古筝 、 扬琴 、 琵琶 、 钢琴 、 吉他等各

种器乐课程逐渐丰富 。 对于喜欢画画

和手工的孩子而言 ， 美术课堂为他们

提 供 了 一 个 自 由 想 象 和 创 造 的 空 间 ，
他们还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共同创作。 通过这些音乐艺术类课程，
孩子们启迪了自信 ， 发掘了天赋 。 之

后 ， “久牵 ” 又陆续开设了阅读 、 历

史、 哲学等人文课程。
往大了说 ， 张轶超希望能够让孩

子们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 ， 从而发

掘自身的才华 ， 实现自己的梦想 ； 往

小了说 ， 他希望孩子能学到一些安身

立命的本事 ， 并始终做一个正直 、 上

进的人。

引入国际教育的理念和创意

张轶超开始把国际教育的理念和

创 意 引 入 了 “久 牵 ”， 希 望 给 “放 牛

班 ” 的孩子一个国际化的未来 。 “他

们需要的不是一张 ‘卡通安慰贴’， 而

是看到更大的教育世界。”
受到 IB 课程培养目标的启发， 张

轶超将一套独特的 、 以能力为中心的

评估指标引入 。 这套评估指标包括六

种能力 ： 探索能力 、 表达能力 、 创造

能力 、 技艺能力 、 交际能力 、 领导能

力 。 它 们 对 应 着 不 同 的 课 程 和 活 动 ，
孩子们通过学习就会获得这些能力指

标的具体分值。
在这套评估指标中 ， 孩子们只要

参加的课程和活动越多 ， 能力就会进

步 ， 分值就会提高 ， 也就是说 “学习

了， 就会越学越好”。 这是更符合人的

学习的一种自然状态 ， 也有利于增强

学生的自信。
“ 不 管 是 到 国

外 深 造 ， 还 是 在 国

内 做 一 个 平 凡 的 面

包 师 ， 他 们 都 应 该

是 同 样 幸 福 的 ， 因

为 他 们 都 通 过 ‘久

牵 ’ 找 到 了 适 合 自

己的人生之路 。” 张

轶超这样说。

调查显示 ， 学 校 越 来 越 重 视 课

程建设 ， 然而在课程教学中 ， 积 极

开拓求变的学校仍然不到四 成 ， 六

成以上的学校处于观望状态。
62%的学校不具备课程改革探索

的专业精神， 而且相对水平比较低，
改革与创新的力度不够； 38%的学校

处于积极拓展求变的状态 ， 这 一 类

学校在形成课程愿景 、 发展 专 业 社

群 、 注重引领行为和聚焦课 程 问 题

上不仅积极主动 ， 而且有具 体 作 为

和进展。
较之过去 ， 大 约 有 一 半 的 学 校

制定了文本化的学校整体课 程 规 划

和校本课程规划。 所有调查学校中，
43%的学校研制了自己学校的整体课

程规划方案， 52.8%的学校研制了校

本课程规划方案， 整体质量优良。

重视 课 程 建 设 的 学 校 ， 学 生 的

学习兴趣 、 学校幸福感 、 学 业 成 绩

均相对较好 。 如果学校 在 课 程 领 导

行为各维度上的表现越 积 极 ， 那 就

更 有 可 能 看 到 学 校 在 课 程 与 教 学 、
教师状态 、 学校氛围方 面 出 现 积 极

变化， 教师工作状态也更为积极。
但多 数 学 校 最 重 视 的 依 然 是 考

试成绩 。 那些保守而不 愿 改 革 的 学

校 ， 课程与教学 、 教师状态 、 学 校

氛 围 、 学 习 兴 趣 、 学 校 幸 福 感 和

自 我 概 念 等 六 项 指 标 只 达 到 了 平

均 分 数 ， 唯 有 学 生 成 绩 一 项 高 于

平 均 分 数 。
调查发现， 学生成绩好的学校，

普遍更不重视学校课程 规 划 。 在 样

本学校中 ， 只有 15%的学 校 学 生 考

试 成 绩 好 且 课 程 规 划 做 得 也 不 错 ，

另 外 85%的 学 校 学 生 考 试 成 绩 好 ，
但没有课程规划方案或方案质量非常

不理想。
此 外 ， 考 试 科 目 超 课 时 现 象 也

很 普 遍 。 在 考 试 科 目 的 课 时 数 上 ，
考试主科超过国家 规 定 课 时 的 情 况

比较严重。
67.92%的 学 校 七 年 级 的 国 家 课

程 课 时 数 高 于 标 准 课 时 数 ； 90.57%
的学校八年级的国家课程课时数高于

规定课时数。 最严重的是， 七年级数

学最高周课时数达到 14 课时， 比规

定 课 时 高 9 课 时 ， 是 规 定 课 时 的

280%； 八年级数学最高周课时数为

12 课时 ， 高出规定课时 7 课时 ， 是

规定课时的 240%。 而高于规定课时

两倍及以上的学校七年级占 22.64%，
八年级占 20.75%。

就课型而言， 互动型课堂已成课

堂主流，“满堂灌”的课堂只占 10%。 但

值得注意的是， 互动型课堂在学生行

为发起度上依然有较大改进空间。 虽

然学生有机会就自己不懂的问题向老

师发问， 但依然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

不会自己主动提出问题、表达对某问

题的看法和主动请教教师。
此外， 不同课型的教学品质受到

教师学科价值观 念 和 班 级 规 模 的 影

响。 教师学科价值观念水平越高， 教

学品质越好； 班级规模越小， 教学品

质越好。
调查显示， 近六成学生的课堂学

习品质良好但随着年级升高而有所降

低。 七年级的课堂学习品质总体好于

八年级的课堂学习品质。 以语文学科

为例， 从七年级到八年级， 自主学习

的学生下降了 7.1%； 而被动应付的

学生则增加了 7.0%。
随 着 课 程 改 革 的 持 续 推 进 ， 自

主、 互动、 建构、 有效、 生动等先进

的教育理念已经在多数教师的日常教

学行为中逐步体现， 学生作为课堂学

习的主人翁地位正逐渐显现。 但， 学

生课堂学习品质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

空间， 改善的重点在于激发和培育学

生的内部学习动机。
学生学习投入总体积极但作业形

式单一且周 末 课 外 补 习 现 象 值 得 重

视。 有 20.8%的初中生在课外上语文

辅导班， 每周用于辅导班的时间平均

约 1 小 时 。 94.8%的 七 年 级 学 生 和

90.4%的八年级学生对语文辅导班有

较高程度的投入。 有 36.6%的初中生

在课外上数学辅导班， 每周用于上辅

导班的时间均超过 2 小时， 在上数学

辅导班的学生中， 有 96.5%的七年级

学生和 94.5%的八年级学生认为辅导

班对其学习有帮助。
也就是说， 五个初中学生中， 每

周课外有两个学生在补 2 小时数学，
有一个学生在补 1 小时语文。 课外补

习班的积极投入， 虽是自主决定， 在

一定意义上反映学生和家长重视学习

投入， 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课

堂教学可能低效的一种警示。 对此，
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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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视点

■李黎

我 们 经 常 会 形 容 一 些 在 家 霸 道 、
出门胆小的孩子是 “窝 里 横 ”， 殊 不

知， 很多家长也是这样。 而这样的家

长最常犯的错误是， 无法与孩子划清

界线。 这会影响孩子未来的成长， 让

孩子在生活中很难获得自信。
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关于一个勇敢可爱的小女孩怎么降伏

两个不懂事的妈妈， 很想和大家分享

一下：
有一年， 爸爸给我买了一套 《世

界十大系列丛书》， 其中有一本 《世界

十大奇异事件》， 我只看到 “神农架野

人之谜” 的部分。
有一天， 妈妈的朋友带了孩子来

我家玩， 我给她看我最爱的这套丛书，
“这本我还没看完， 我们一起看吧”。

看了没几页， 她们要走了。 她就

拿着这本书出去， 问我妈妈， “阿姨，
我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去看吗？” 当时我

没反应过来， 还没来得及说 “为啥不

问我而要问我妈”， 我妈就说， “可以

可以， 送给你了。”
她妈妈说： “这孩子， 真是的， 赶

紧谢谢阿姨。” 然后她们愉快地回家了。

我妈关上门， 回过头来， 我开始

哭了， 并且很愤怒。
我妈特别不以为然地说： “你哭

什么， 你不是有那么多本嘛， 给她一

本怎么了， 人家都开口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转身去了阳

台 ， 把我妈最爱 的 那 盆 花 扔 下 了 楼 。
我妈愣住了， 我边哭边说： “你不是

还有那么多盆花 嘛 ， 扔 一 盆 怎 么 了 ？
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结果， 这天我挨揍了。
我好几天没有跟我妈说话， 越想

越气， 尤其讨厌那个阿姨。
大 约 是 他 们 拿 走 书 的 第 三 四 天 ，

放学后， 我拿着一本新本子， 去了那

个阿姨家。 我抄书去了。
我表现出极大的淡定， 阿姨尴尬

的表情我至今记得， 她应该也有点生

气， 反复说要把书还给我， 甚至当着

我的面把她的女儿也训哭了。
但我还是很镇定地坐在那里抄书，

我的意思是， 已经送给妹妹了， 我不

要； 但没看完的部分， 我想抄回去看。
阿姨给我妈打电话时， 我妈已经

找我找疯了， 她跑到阿姨家要带我回

去， 两个大人的表情都很尴尬。
当然， 回家的路上我又挨揍了。
但是， 以后这样的事再没发生过。

有 人 想 要 我 的 东 西 ， 不 论 我 是 否 在

家， 我妈都会说， “这是璐璐的， 我

做不了主， 你要问她。”
你看， 多简单。
这个小姑娘之所以打动我， 是因

为有些惭愧， 我在小时候没有她这么

勇敢， 而当了妈妈之后也曾如她妈妈

一样在该 “熊” 的时候 “怂” 过。
所 以 我 特 想 为 这 个 姑 娘 拍 手 叫

好： 虽然她勇敢得有些 “轴 ”， 在妈

妈眼里也是让人头疼的 “熊孩子”。
但 也 许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让 自 己 的

“怂妈” 正视女儿的感受 ， 也给这样

的家长好好上了一课。
故事中的妈妈不询问孩子的意见

就随便把孩子的东西送人， 生活中很

多家长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我们

认为 ： 孩子是我的 ， 我替她 ／ 他做主

就行了。 而实际上的情况是： 孩子也

是独立的人 ， 你替她 ／ 他做主是边界

不清！
父母和孩子是需要边界的， 这个

边界可以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

个体。 边界感清晰的孩子不会活在别

人的眼光里， 不会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和 要 求 。 他 们 明 白 ： 我 是 个 独 立 的

人， 我应该为自己负责。 他们不会因

为他人的错误感到自责， 也不会随意

将错误归咎给别人。
如果父母没有边界感， 经常将自

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 （比如故事中的

妈妈就认为， 孩子有很多书少一本没

关系）， 那么孩子就容易把问题和不

好的情绪归咎为自己的错误 （比如故

事中的小女孩， 可能会因为妈妈说她

不够大方而自责）。 成人之后， 也很

容易受到别人评价和情绪的影响， 难

以坚持自我。
同时， 亲子之间的边界可以给孩

子良好的人际示范， 帮助他们在成年

之后建立适度的人际关系， 更好地适

应社会环境。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一些没有边界的人， 比如： 特别喜

欢 在 公 众 场 合 议 论 别 人 隐 私 的 邻 居

甲 ， 经 常 在 别 人 聊 天 时 插 嘴 的 同 事

乙 ， 老 是 劝 你 赶 快 结 婚 、 赶 快 生 一

胎、 生二胎的亲戚丙……这些人喜欢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人， 随意地侵

犯别人的边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

有边界不清的父母或原生家庭， 从小

习惯了以爱为名的包办， 失去了学会

保护自己边界、 也尊重别人边界的机

会。 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为

对方好， 但边界不清注定他们会成为

不受欢迎的人。
我很佩服故事中小女孩对抗自己

“怂妈 ” 的勇气 ， 可以想象她长大之后

一定是个独立自信、 有魄力的姑娘。 在

最后她写道： “你看， 多简单。” 但其

实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 对抗父母并不

简单。 即使对抗故事中那样的 “怂” 父

母， 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文中的姑娘就

为此挨了两次打）。
所以建立边界这件事情， 父母们需

要好好去学习和实行， 不能交给孩子来

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 不能

教育孩子， 而是应该知道亲子之间该怎

样建立合适的 “边界”。
父 母 和 孩 子 之 间 的 边 界

并不 是 国 与 国 的 边 界 ， 泾 渭

分明 不 可 逾 越 ； 我 觉 得 它 更

像是连接两个房间的一扇门，
既 时 时 互 通 ， 又 可 进 可

退 。 正 是 因 为 有 了 这 扇

门， 我们才能相亲相

爱又互敬互爱地生活

在一起。
（作者为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健康教育科医
生）

孩子成绩好不好， 要看家长怎么管
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 家庭的学习支持与介入方式更能影响子女学习效果

父母和孩子的相处， 需要合适的边界

■崔允漷

重视课程建设的学校与理想教学过程有正相关关系

互动型教学已成课堂主流， 但互动质量有待提高

牵手孩子共同寻找
一条幸福的人生路

促 进 公 平 、 提 高 质 量 ， 这 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纲要 》 中明确提出的两大工作方

针 ， 也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两大核心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的一项面向全国的大型调查发

现， 当前学校教育过程的公平和质

量状况总体良好。 特别是教师教学

投入、 课堂教学型态、 教学人际关

系， 学生课堂学习品质、 学习机会

和生存状态等教育过程公平与质量

的基础性指标都表现良好， 而且在

课程领导、 课程规划、 非学术性学

习结果等发展性指标上呈现向好态

势， 家庭学习支持与介入模式对教

育过程公平与质量存在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