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注重孩子个性发展而给予学习
和生活上最大自由度时，家长是否忽略
了教育孩子遵守规矩的重要性？日前，
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让孩
子们成长得更好”名校长公益大讲堂第
四季第四期在崇明开讲，上海市崇明区
实验中学校长蔡国菊给家长上了一课，
如何让孩子成为守规矩的人。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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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即日起至10月，申城将
上演106场唇枪舌剑。上周六，第二
届“梦想杯”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在
上海交通大学开幕，揭幕战同时打
响。由团市委、市教卫工作党委、市
教委和市学联联合举办的大赛以“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吸引
了全市59所高校、近500名辩手参加。

23个辩题
关注社会热点、城市发展

“‘夸夸群’是/不是一种健康文
化”、“做好垃圾分类工作，主要责任
在政府/市民”、“社会秩序的维系主
要靠法律/道德”……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大赛此次产生了23个
核心辩题，聚焦党政工作重点、社会
发展热点、国家建设亮点、城市治理
难点、学生关注焦点，让青年学生在
辩论中认知国情、增长才干，赛事思
辨性进一步增强。

团市委挂职副书记戴冰、市教委
德育处处长沙军等出席活动。戴冰表
示，辩论是明辨的最好载体，也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
动时代进程的重要助力。戴冰希望新
时代大学生通过辩论感知初心、敢于
有梦，在学习中知行合一，勤于追梦，
同时通过比赛注重交流，共同圆梦。

大赛通过微博、B站、抖音等平
台，不断拓宽传播方式和渠道，让每一

位大学生辩手的新观点和新思考能够
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增强思辨能力、
表达能力，赛事覆盖面持续扩大。

“激战”5个月
汇集59所高校近500名辩手

本届“梦想杯”辩论赛分为初赛
和复赛两个阶段，初赛阶段采用双败
淘汰赛制，决出16强队伍进入复赛，
决赛预计于2019年10月进行。

沪上59所高校、近500名辩手在
共青团旗帜的感召下汇集一堂，共同
进行106场辩论赛角逐。56名沪上
知名辩手组成评审委员会，46名关
心青年成长的高校教师组成随队评
审团，成为近年来上海高校辩论界规
模最大的盛会。

上海市校园电子竞技
运动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校
园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揭牌仪式昨天
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据介绍，作为
一项新兴运动，电子竞技在过去几年
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今年4月，
国家人社部发布13个新职业，电子
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榜上有
名。可以看到，随着电子竞技从业人
员和产业规模持续攀升，其自身也在
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对文化创意产
业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带
动效应正进一步显现。

围绕助力“全球电竞之都”建设，
新成立的校园电子竞技运动协会未
来将重点聚集三方面工作：一是认真
做好电竞教育体系建设工作。在普
及和提高两个层面加强校园电竞人
才培养，在电竞产业基础人才、经营
管理人才、衍生领域人才培养方面
取得突破。二是积极参与赛事平台
建设，加强标准制定和规范管理，在
广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宣传和推广

“绿色电竞、健康电竞”理念。三是
促进电子竞技运动交流与合作，开
展好国际电竞邀请赛、两岸三地邀
请赛、省市间友谊赛以及各类以电
竞为主题的相关展会、论坛、研讨会
等，不断扩大校园电竞运动的社会
影响力。

职校“职业体验日”
学生边玩边涨知识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刚刚过去
的这个双休日，一年一度的学生“职
业体验日”活动拉开大幕。青年报记
者了解到，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各职
业院校将陆续开展“职业体验日”活
动。据悉，5月开展的学校职业体验
活动共有63所职业学校、94个市级
开放实训中心提供 17 个专业大类
430个职业体验项目，可供全市近6
万名学生体验。

周六的早上8点，前来上海市杨
浦职业技术学校体验的学生和家长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进入校园，一
位妈妈带着读小学的儿子从闵行区
赶来参加车模制作项目体验。作为
培养出了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
目金银牌选手杨山巍和罗良的“名
校”，杨浦职校今年发挥专业优势，推
出了九大体验项目，吸引了500多名
学生和家长报名，各个项目的体验地
点都很火爆。

在VR模拟焊接项目中，11岁的
小张表示手拿焊枪、头戴红色头盔的
样子很像“钢铁侠”，“感觉酷酷的”。
只是没想到头盔上的护目镜片是黑
黑的，看不清楚焊头，幸亏有志愿者
帮忙，才勉强焊出一条歪歪扭扭的接
缝。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好玩”，各
个体验项目还力求让学生能学到知
识。体验过程中，每个项目都有专
业教师进行20分钟左右的技术背景
讲解，并有学生志愿者辅助操作，让
参加体验的孩子们在动手实践的同
时学习专业知识，了解职业背后的
故事。

why
约定好7点20分到校，孩子为何

会迟到？没有做好作业，孩子为何要
找其他借口？做作业时，孩子为何会
偷偷拿出手机查询作业答案？蔡国
菊说，这些孩子现在有了一个代名词
——“熊孩子”。

“熊孩子”的表现，根源在家长的
教育上。蔡国菊说起一个普遍的现
象，孩子学走路时，磕磕碰碰不可避
免，孩子摔倒后，祖辈总是喜欢拍拍
把孩子绊倒的椅子或者地面，嘴上还
会说：“都是这个椅子不好，这个地面
不好，把我们宝宝绊倒了。”蔡国菊表
示，祖辈这个举动，会让孩子形成一
种“我之所以会犯错都是别人造成
的”的认识，不会从自身找原因。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会带
来惊喜也带来难题。家长如何判断
孩子的行为是否合理，讲话是否正
确，都需要家长明辨是非。还要给孩
子必要的规矩，告诉他哪些能做，哪
些不能做。”

蔡国菊还指出了很多家长一个
误区，既认为，想给孩子一种朋友式
的教育，所以在设规矩方面并未十分
严厉。这种情况会导致，孩子进入青
少年时期后不听从父母管教，只听学
校的，“我总会和家长说，不是孩子只
听我们的，而是因为在他小时候未给
他养成一种尊重家长的意识，所以到
现在想让孩子尊重你，确实有一定
难度。”

how
培养孩子良好习惯、塑造一个健

康的人格，比教给孩子知识更重要，
这也是家庭教育重中之重的工作。

立规矩是家长首先要做的事情，
因为只有守规矩，才能在这个世界上
畅通无阻，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蔡国菊向家长分享了一个网络上
的小例子。每天上学前的起床，尤其是
冬季，当父母好几遍叫早换来的还是孩
子赖在床上时，一位母亲这么与孩子约
定：“我只叫你两次，如果你在我化好妆
之后还不起床，错过了校车，那么你自
己起床吃早餐，自己想办法去学校，我
是不会送你的。”她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但让孩子自己去学校的路上还让孩子
父亲悄悄跟着。在真正迟到三四次后，
孩子就乖乖地准时起床了。

“从中也能看出，作为父母是为
孩子定了这些规矩的，但是难点就在
于如何坚持执行这些规矩，让规矩发
挥在孩子的身上。作为家长，持怎样
的态度及标准，会影响到孩子能否成
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

当孩子想挑战不守规矩，蔡国菊
很反对这时候家长对孩子进行打骂，
因为双方都处在情绪之中，处理不好
问题，“当孩子死缠烂打不守规矩时，
家长可以静静等待，让孩子的心情平
静下来。等到他平静之后，家长再告
诉孩子为什么不允许提，为什么不允
许做，我相信平静下来后，孩子是能
够接受家长给出的建议。”

future
蔡国菊觉得，家庭要有明确的家

规，家长给孩子立规矩时，需要注意
自己的语气，肯定式的语气远比商量
的语气更有力度。

对于守规矩的孩子，家长可以给
予一定的奖励，但奖励需要符合孩子
的年龄。蔡国菊记得学校里有一名
女生，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于是在
七年级的暑假，父母奖励了一台电
脑。就因为这台电脑，导致女生八年
级开学后成绩直线下降，究其原因，
原来是女生沉迷于网络世界中，家长
也没规定她一天使用电脑的时间。

“所以对孩子的奖励也要恰当，需适
合孩子年龄，帮助其成长。”

而不守规矩是必须承担后果的，
蔡国菊希望家长能给孩子一定的批
评教育。她表示，守规则是人生活的
基本道德标准，遵守规则的生活会节
约孩子成长的成本，会使孩子将来成
为一个在心理、精神甚至体态上有尊
严的成人。“作为家长，行为举止、家
庭氛围，和生活中给孩子的点滴教
育，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讲座最后，蔡国菊也对于正处于
小升初阶段的孩子，给出了五点教育
建议：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让孩子科
学的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健
康的体魄、还要有广泛的阅读兴趣。

据悉，名校长公益大讲堂第四季
最后一讲将走进奉贤，实现全市各区
全覆盖。

“梦想杯”第二届上海市大学生辩论赛开幕

培养思辨精神 做新时代思辨者

名校长公益大讲堂第四季第四期关注守规矩的重要性

孩子守规矩更需家长明辨是非

蔡国菊希望家长能给孩子一定的批评教育。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孩子不守规矩
与家长教育有关

家长为孩子
定下规矩须坚持执行

有赏有罚
助力孩子积极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