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

13

岁少女疯狂追星成瘾，与父亲争执被砍死、不堪高考压力的儿子无情杀母亲、

女童嫉妒弟弟得到更多的爱而选择轻生……”最近的社会是怎么了，为何频繁发生亲情

惨案？ 一些网友也发声：“到底是父母的情商（以下简称

EQ

）太高，还是孩子冷血到没有

管理自我情绪的

EQ

？ ”一时间各方网络观点，此起彼伏。

受访专家 本刊教培智囊团专家成员 何德碧

中学生心理研究专家，中学高级教师，长期致力于中学生心理研究工作，由其主持

的教育科研课题《问题学生心理研究》曾被列入甘肃省教育科研规划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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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学大 引爆智能教育

4 月 12 日兰州学大教育召开 e 学大新闻发布会

智能辅导系统，随时随地学习，面向学生免费使用

本报讯（记者温雅）日前，继学大教育在

北京召开了以“智能教育大爆炸”为主题的

新产品上线发布会之后，兰州学大教育分校

也举办了 e 学大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学

大个性化智能辅导系统———“e学大”， 并宣

布开启个性化智能辅导，给互联网时代的中

小学生带来学习变革，这意味着学大教育开

始正式布局互联网，同时也意味着第一阵营

的 K12教育机构已全部发力在线教育，K12

教育行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三大变革

直击传统教育软肋

据悉，此次学大教育发布的“e 学大”是

一套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个性化智能辅导系

统，它利用 ASPG个性化学习及辅导体系和

大数据追踪技术， 可以精准分析学生问题，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全程透明介入式管

理，让学生、家长体会独特的个性化教育，让

教学过程更加个性、 更加效率和更加开放，

解决了以往传统教育面临的对教师依赖性

强、学习内容不够精准以及教学过程对于家

长来说过于封闭等问题。

在本次发布会上，学大也宣布了最新的

个性化智能辅导模式。通过“e学大”，学大教

育将开创线上线下整合互补的全新 O2O 教

学，打造个性化智能辅导体系。 此种智能辅

导体系将利用智能的在线平台， 运用 PAD

终端教学设备，与学生进行面对面个性化辅

导，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形式可以

解决 K12 阶段的中小学生缺少监管， 难以

自主学习，学习空间、时间受限的问题，使个

性化教育得以智能化实现，是学大对个性化

教育的一次重大升级。

开创新学习时代

z 引领 K12教育行业大趋势

本次教育模式的创新，是学大教育第二

次升级。 2004年，学大教育首创个性化教育

1 对 1 辅导，之后中国的个性化辅导市场历

经快速发展、过度繁荣、优胜劣汰几个阶段，

在 2013年， 学大面对行业存在的问题和用

户新的需求，曾提出了成绩、成长、成才的个

性化教育升级理论。

在本次发布会上，学大又以发布“e学大”

及个性化智能辅导模式， 给出了在互联网时

代，新的自我升级战略。学大教育CEO金鑫在

发布会上表示， 互联网时代，K12教育行业需

要互联网思维，个性化教育需要升级，用互联

网的思维对个性化教育进行升级改造是大的

发展趋势。 学大教育作为行业领导者，在不断

了解行业发展及用户需求的基础上，确立了科

技与传统教育结合的发展道路，把个性化教育

升级为个性化智能教育。 他同时还表示，此次

发布“e学大”开启的新学习时代只是一个起

点，学大教育将以智能平台为基础，以个性化

智能辅导为发展方向， 深耕个性化智能教育，

力争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智能教育。

欢迎广大学生和家长扫描 e 学大二维

码，只需下载并注册，即可免费随时随地做

习题，听名师讲课。

什么是情商？

EQ 汉语意思是：“情绪智慧”或“情

绪智商”，简称情商。 情商是指一个人感

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达自己及他人

情感的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概括了五个

方面： 第一， 认识自身情绪的能力。 第

二，妥善管理情绪的能力。 第三，自我激

励的能力。 第四，认知他人情绪的能力。

第五，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

家长 EQ 缺失不能害了孩子

情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后天

的环境与教育中逐步发展和提高的。 在

现在很多 70、80后父母身上他们的情商

本就是缺乏的，因此，父母对孩子情商的

早期学习与培养有着重大的意义。

何老师指出， 在情商的早期培养过

程中，家庭、学校、公共交流环境等都起

着重要的作用。 家庭是幼儿学习情商的

第一所学校，应该先于对学习的培养，最

好在幼儿时期就开始进行， 让他们在教

育中学会如何判读别人的情绪与表达自

己的喜怒哀乐等。

正如一项研究中显示， 父母对待子

女的方式， 对子女的情感世界有长远而

深刻的影响。 因此， 想要孩子具有高情

商，家长必须力争做到：1.加强自身的情感

训练，提高自身的素质，具备基本的情商。

2.对孩子细心一些，发现孩子情绪不佳时，

要懂得理解孩子的感受， 努力去了解引起

孩子情绪不佳的前因后果， 进而协助孩子

以适当的方法抚平情绪。

大、中学生应有意识进行自我培养

现在，不少学生在与人交往时，很容

易以自我为中心， 过多注重自己的需求，

容易产生主观臆断，对他人产生偏见。 同

时， 又对人际关系的理想化色彩较浓，缺

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对此，何老师说，许多在学校里受到奖

励的优生在走上社会以后的个人发展却落

后于曾向他们抄作业的学困生。 有些学生

似乎有这样一种特点， 他们在生活中很会

做人，善于赢得他人的好感，别人都说他们

“有性格”、“有气质”、“有个性”、“善解人

意”、“会做人”，在别人心目中有威信，别人

也愿意与他们交朋友。相反，有一些非常聪

明的人却往往缺乏这些素质， 而不能赢得

别人的好感，也就是“不会做人”，缺乏社会

适应能力， 这些人的情商就相对较低。 因

此，对中学生、大学生的情商教育引导与自

我培养也是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阎韵竹

4 月 11 日上午，第十届中国儿童阅读

论坛暨亲近母语教育研讨会在南京隆重举

行， 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一千多名校

长和精英教师汇聚一堂，进行了主题为“儿

童的文学阅读和语言发展”的热烈讨论。

据了解， 本次论坛邀请了台湾小语界

代表人物李玉贵硕士，著名作家梅子涵，著

名儿童文化学者朱自强等专家学者出席，

盛况空前。

值得骄傲的是，本刊教培智囊团成员，

兰州绘本教育先行者程曦老师凭借自身的

教学实践与教育魅力在全国众多精英教师

中脱颖而出，获得了“2013 阅读改变中国”

年度点灯人（国内城市组共 7 人获奖）殊

荣， 此次获奖也预示着甘肃学生阅读教育

事业与国内尖端阅读教育的接轨与更近一

步发展。

与此同时， 一批在亲近母语课题实验

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儿童阅读点灯人， 他们

遍地播撒阅读的种子， 同时也获得了自身

的认同与成长， 包括程曦老师在内的获奖

者在大会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自己的“点

灯”历程。

温馨提示：

本刊周末公益小课堂将联

手兰州绘本阅读课题组及程曦老师在今后

为大家开展更多有益于学生读书、习作、学

习、成长的教育话题，欢迎各位读者加入我

们，分享公益教育之乐。

加入方式： 更多公益分享交流请加入

本刊“公益教育”QQ群：175695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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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教培智囊团成员程曦

荣获“2013 阅读改变中国”年度点灯人

本刊特别策划“家风教育”焦点话题讨论（五）

亲情教育 EQ 伤不起

专家：孩子的情商培养应先于学习培养

记者通过网络对 15 位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家长就近期的家庭亲情

教育话题进行调查，发现，其中有三

分之二的家长称从未了解过教育孩

子还需要家庭情商培养， 剩下极个

别家长在育儿中会有意识地培养孩

子的 EQ。 从年龄段看，中学生家长

普遍认为对孩子教育以学习为主，

觉得日常生活中少沟通、 少打扰为

的就是考学， 而小学及学龄前儿童

的家长反而有一些教育反思。 这样

后知后觉的教育方式对吗？ 本期特

邀本刊教培智囊团专家成员何德碧

老师为大家共同解析如何有意识地

培养孩子的 EQ。

中高考步步逼近，考生们各个“箭

在弦上”，紧张程度不言而喻。记者近日

在本刊教育 QQ 群里与考生默默爸爸

邂逅， 他为了孩子备考做足了功课，从

考前养生到考前禁忌事无巨细。本期家

长课堂与大家一起分享他总结的“考前

忌语”，从侧面了解考生们的心声。

忌语一：

“加油！ 爸妈等你成功归来！ ”

很多考生家长一直把孩子送到考场外，

还要不停地嘱咐。 其实， 孩子都想考出好成

绩，可高考是一种能力考试，如果家长不切实

际地乱嘱咐，反倒让孩子心里更没有底气。

忌语二：

“祝你成功！ ”

喜欢叮咛这样一句，其实没有必要。 与

其祝愿成功还不如换成“注意安全”“一路小

心”等关心考生安全的话语。

忌语三：

“记住你的目标， 成败在此一

举！ ”

有些家长往往把高考看得过于重要，过

分强调其在人生中的作用，认为孩子如果考

不上，会直接影响到今后的前途。

忌语四：

“我们家孩子模考成绩回回棒，

老师都说这成绩考清华北大没有问题！ ”

提醒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不切实际的

高期望值，这样无形中给孩子增加了压力，到

时候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发挥。

忌语五：

“把题看仔细，认真答题，千万

不要有任何大的疏漏，争取多拿分。 ”

考前老师已反复叮咛，希望考生掌握一

些考试技巧， 这时家长就不要再多说什么

了。 因为，任何一个考生都不愿意在自己已

经掌握了的知识点上丢分。

忌语六：

“现在检验你复习好坏的时刻

来了，你要好好把握。 ”

大部分考生都能认真复习、备考，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机会，开始人生的下

一个旅程。 家长说这样的话，多半会让孩子

那本来就容易波动的情绪更加难以平静。

忌语七：

“再坚持一下， 好好把试考完，

你和爸妈就都解放了。 ”

孩子听到这话，会感觉自己是家长的负

担，如碰到倔强、任性的孩子，可能会顶撞，

以至于伤害双方感情，直接影响到孩子考试

情绪的稳定。 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孩子

憎恨考试。

忌语八：

“同样是人，我就不相信我家孩

子比人家的差。 ”

一个正确的心态是，不管人家的孩子如

何，只要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懂得做人的

基本道理，父母就应该有所满足。

忌语九

：“爸爸妈妈这么辛苦都是为了

你，你一定要争气，要有出息。 ”

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学习优秀、自觉、

求上进就是对父母悉心栽培最好的回报。 而

很多家长也一厢情愿地把孩子能否考上大

学、能否考上好大学与孩子未来的命运挂钩。

忌语十：

“考不上爸爸妈妈也不会怪你，

明年我们再重新复习。 ”

很多家长希望用这样的话来给孩子减

压，帮他们宽心。其实，大部分考生对这句话

非常反感， 他们觉得还没有高考就说这话，

就是家长对他们能力的一种否定。

本报记者 温雅

“语重心长”的考前忌语

群分享

程曦老师在颁奖现场（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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