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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
独立生活能力

家长“包办代劳”打扫
卫生的做法是否正确？会
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3月4日，记者采访了内
蒙古自治区心理学会特邀
心理专家刘兴梅。

“我们经常会看到，孩
子们在上学的过程当中，
书包常常背在大人的身
上。这就会在他们幼小的
心里形成一种思维，即便
是自己的事情，只要有家
长帮忙，久而久之就成了
家长的事情。还有一些家
长抱怨孩子学习不主动，
写作业必须父母陪等情
况，这就说明孩子独立的
自我担当能力没有培养
起来。就拿小学生打扫教
室这件事来说，哪怕是一
年级的孩子，也可以擦桌
子扫地，在老师的指导
下，共同为自己的教室出
一份力。当他们独自承担
并完成了这份‘作业’之
后，内心会升腾起一种成
就感。”刘兴梅说，家长代
劳，只会让孩子们感受到
打扫教室是家长的责任，
会让孩子失去了宝贵的
参与劳动锻炼的机会。在
小学劳动教育中，包含了
家庭劳动、班级劳动、公
益劳动和实践基地的农
事劳动体验，即便有的孩
子在擦桌子的过程中笨手
笨脚，但是他会效仿其他
孩子或者老师的行为，把
这件事情做好。如果孩子
们集体打扫，更增强了他
们在劳动过程当中的团队
协作能力。老师的适当鼓
励和表扬，也会增强学生
们的自信心以及班级的凝
聚力、荣誉感。

“现在不少家庭比较
富裕，如果家长现在就代
孩子打扫卫生，那么将来
孩子也会找人替写作业、
代洗衣服等，这是家长和
社会不愿意看到的。在西
方一些国家，有很多亿万
富翁的孩子，也需要在课
余时间进行勤工俭学挣学
费，这是在培养孩子独立
生活的能力。其实，孩子长
大的过程是和父母渐行渐
远的过程，总有一天孩子
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培
养孩子生存的能力，是每
一位家长最应该上的课。”
刘兴梅说。

开学“大扫除”，这活儿该谁干？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温慧娟

很多学生不会干活
2月28日~3月1日，记者走访了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金桥小学、锡林路小学、农大附小、
北垣小学等，发现很多学校都在开展“大扫
除”，老师、学生、家长齐上阵，干得热火朝天。

“小磊，你握扫帚的姿势不对，别看只是
简单的扫地，学问大着呢！”在赛罕区金桥小
学，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李玉林一边说着，
一边给学生们做示范。几名同学围着老师看
了一遍，又拿起扫帚跃跃欲试打扫起来。

记者观察发现，很多低年级的学生干活
特别慢，大部分学生都不懂如何正确掌握扫
地和拖地要领，虽然拿着扫帚和墩布在地上
来回划拉，但是扫过和拖过的地面仍然还有
污渍。一些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干脆抢
过家具帮忙打扫了。

豆豆刚上一年级，个子刚过1.2米，拿起
扫帚和簸箕还显得有些吃力。她抹了把额头
上的汗告诉记者：“妈妈在家里很少让我干
家务。其实我也很想做，可妈妈总说我干不
好。”

在采访中，不少老师也表示，虽然说大
扫除应该是学生干的活，但是现在很多学生
压根不会干活，如果全部指望学生来完成，
恐怕一天时间根本干不完。

家长成了主力军
记者在多所小学看到，在大扫除的队伍

中，家长成了主力军，有的扫地，有的倒垃
圾，有的擦玻璃。“孩子现在读三年级，每学
期开学大扫除几乎都是我的事，没办法，一
早就接到通知了。”3月1日，呼和浩特市一位
姓王的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都说劳动
最光荣，现在的孩子们没有几个真正参与劳
动的，一来作业太多，没有时间；二来学校楼
层高，学校不敢让孩子去擦玻璃，家长们更
不放心，索性就由家长代劳了。这名家长还
向记者展示了学校在微信群发出的通知：

“请三组值日生的家长到校打扫卫生并发
书，感谢配合，请三组家长相互转告。”

另外一位姓刘的家长也无力吐槽：“学
校通知家长去大扫除，哪个家长敢反对？工
作再忙也得请假去，生怕孩子在学校被区别
对待。”这名家长透露，大扫除对于家长来说
都是九牛一毛，家长要干的活远远不止这
些，如果是家长委员会的，更是忙得脚不沾
地，常常是刚忙完单位的本职工作，又要忙
学校的额外工作。

一位李姓家长也表示：“孩子报到那天，
家长们光是搬书、发书就忙了2个多小时。在
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每个学校都在抓升学
率，谁会注重劳动教育？”

3月4日，针对家长帮忙学
校大扫除一事，记者采访了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小学教导
处副主任云娜。“开学大扫除的
时候，高年级的学生一般是自己
打扫卫生，低年级的学生考虑到
安全问题，擦玻璃等卫生基本全
靠家长和老师来完成。”云娜接
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尽管教育部
门提倡从小培养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但劳动教育目前确
实很少，因此，学校平时也非常
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诸如会布
置作业“我是小小劳动者”，让学
生们走进社区，擦洗健身器材、

捡垃圾，体验劳动的乐趣。
“要求家长来打扫卫生属于

硬性规定，还是自愿的？”记者问。
“也算自愿的吧，只要通知

了，家长一般都会来。”云娜表
示，尽管学校也有物业，但是物
业只负责校园卫生、楼道走廊
等公共区域，班级的玻璃和卫
生则由班级自己负责。不过，让
家长来帮忙也不是完全让家长
代劳，而是让他们做好榜样，身
体力行教孩子学习如何打扫卫
生。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就一个
孩子，不会干活，连最简单的扫
地都不会。云娜认为，读书固然

重要，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应该适当放手，在家里多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从小
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呼和浩
特市北垣小学教务处主任乔
胜。乔胜表示，开学大扫除期
间，确实有一些家长主动过来
帮忙擦玻璃，但学校是不主张
家长代劳。“一般情况下，学校
卫生是由高年级的学生帮助低
年级的学生打扫，包括教室内
的清扫、垃圾倾倒等，擦玻璃由
班级家委会解决。”乔胜说。

“家长帮忙大扫除这种现
象由来已久，大多出现在小学低
年级。一来，低年级的学生打扫
不干净；二来，万一在打水、搬桌
子、擦玻璃的时候出现意外，很
难向家长交代。所以，学校就会
让家长帮忙打扫，这样做也是不
得已而为之。”3月5日，在呼和浩
特市教育系统工作多年的李云
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叫家
长也不是上策，因为有的家长家

里没什么事，愿意帮忙，有的家
长则因工作忙，抽不开身。

李云建议，最好是由班级
集体出资雇佣家政来打扫，每
个学生收1元，然后由专人管理
这笔费用，做到专款专用，财务
透明。

当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任圣。任圣表示，按照原则学校
是不允许请家长帮忙大扫除的，

此前也曾就此下发过通知。“据
我前期了解的情况，很多家长去
学校主要是擦玻璃，这个确实很
危险，低年级的学生干不了，其
他的卫生还是由学生完成的，不
过家长干的时候也同样要注意
安全。”关于班级出资请家政的
建议，任圣也表示了认可，他说，
学校办公经费紧张，确实没有多
余的费用请家政，只能由班级自
己想办法解决。

家长为何代劳？孩子是否
愿意让父母代替打扫？针对这
些问题，记者随机对首府50名
小学生和50名家长分别进行了
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家长
进行的调查中，96%的受访家长
赞成孩子参与学校以及家里的
日常打扫活动，仅有2位家长表
示想代替孩子完成打扫，他们
给出的理由是孩子平时报的课
外兴趣班比较多，希望孩子以
学习为主，参与打扫会在一定
程度上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
当记者向家长提出“孩子放学

时，您得知孩子正在学校参加
值日，会选择帮助孩子吗？”这
一问题时，有16%的家长表示自
己会根据打扫教室的难易程度
以及安全程度而做决定。针对

“家长为何要代劳”这个问题，
“孩子太小，平时很少参与劳
动，怕做不好”和“孩子动作太
慢，浪费时间”，是家长选择帮
助孩子的主要原因。

面对部分家长的担心和纠
结，孩子们又是怎么想的？在随
机调查的50名受访的一、二年
级学生中，近八成学生表示自
己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

只有极少数学生坦言自己在家
从来不做家务。针对“你希望爸
爸妈妈来替你打扫教室”这一
问题，90%以上的受访学生表示
不愿意让父母帮忙。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参与
调查的学生一致认为，跟小伙
伴以及老师一起劳动，是一件
很有趣、光荣的事情。一位姓吴
的家长也表示，对于孩子，一定
不要因为他没有做过卫生，家
长就不信任他。一个人做不了
的，可以和同学一起或者找老
师帮忙，要给孩子一定的空间
和时间成长，让他们学会独立。

近日，呼和浩特市各大、中、
小学校正式开学，在返校期间，
各学校都进行了卫生清理———

“大扫除”。不过，记者连日来在
采访中却发现，呼和浩特不少小
学的“大扫除”，家长成了主力
军。很多家长见怪不怪，但是也
有不少反对者。这活儿究竟该谁
干？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超九成学生不想让父母帮忙

可以集资请家政

学校不主张家长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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