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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孩子检查作业是每位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难题。只有掌握科学正确的方
法、原则，才能让孩子心甘情愿写作业，并且养成自我检查、认真负责的学习能力和品质。

大部分父母为孩子检查作业的模式都是孩子完成作业后，父母审阅，指出其中的错误
让孩子改正。这虽能让孩子平时的作业取得较为优秀的成绩，但问题会在孩子考试中
充分体现出来，如缺乏自我检查、修正的能力，对父母的检查依赖性越来
越强。

父母真正要做的不是替孩子把他应该完成的检
查工作包揽下来，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要通过检
查促进孩子自我检查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父母应该怎样帮孩子检查作业？

检查作业的4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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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级阶段
检查作业的侧重点不同

帮孩子检查作业，应是一个阶段性
的行为，原因很简单：我们不可能永远
帮孩子检查。

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作业的难
度会增加，父母不可能永远会做孩子所
有的题目。即便我们能跟着学，也不可
能像孩子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
力方面也有可能会跟不上。

另一方面，家长不可能时刻都陪着
孩子。就算帮他检查了作业，考试时家
长也是无法在场的。依赖性过强的学
习模式不利于孩子的总体发展。

低年级时，家长协助检查作业是必
要的。检查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需
要学习、培养的。家长协助检查的过
程，可以说是为了孩子做出很好的示
范。

孩子做完作业，我们检查发现有不
正确的地方，首先不要指出具体错误之
处，而是说出大体范围，如“做得不错，
但这个题有些不对，你再看看。”或在有
问题的地方画上一个小圆圈，让孩子自
己找出不正确的地方并改之。若孩子
找出来了，就要及时地称赞和鼓励。

如果孩子在初期能够获得较多的
正面评价，学习意愿就会比较强烈，开
启“被表扬-感到开心-愿意投入精力-
持续努力-被表扬”的良性循环。

三年级以后，重点检查孩子做题的
思路。比如，算式的列法是否正确，而
计算的结果一般不检查，需要由孩子自
己确认。

再比如，检查语文作业，发现错别
字，只在下面画个小圆点，由孩子自己
查工具书纠正。这样才能培养孩子对
自己负责任、认真仔细的学习品质。

不做孩子作业的监工

有的家长喜欢盯着孩子做作业，一
旦发现有问题，或字写错、写歪了，就会
帮着孩子涂擦，还一边批评、埋怨、责怪
孩子：“怎么搞的，又做错了，总是改不
掉。”“说过多少遍，就是记不住，气死人
了！”

我们可以想象孩子在这种紧张、
焦虑的氛围下，他学习的兴趣和能量
之门还能打开吗？这个时候，家长再
怎么说教，他也是听不进去改不过来
的。

建议的做法是，首先过问一下有
多少家庭作业，然后叫孩子自己去做，
我们轻手轻脚地做自己的事，不轻易
打扰孩子，等他做完了再按上述方法
检查。

课后这样复习，学习更高效
巩固所学知识，除了完成日常的作业之

外，课后复习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是与遗忘斗
争的有力武器。如何帮助孩子抓好这一环节，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① 在理解的基础上复习

理解后的知识易记难忘，理解是记忆的前
提和基础。请务必告诉孩子，上课高度集中注意
力把课听懂、积极思考、当天解决当天的问题。

② 及时复习

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对新
知识要“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复习和巩固，写完
作业再看看课本，梳理一下知识的脉络。

③ 经常复习

复习的次数要先密后疏，刚学过的知识遗
忘得又快又多，复习次数要相对多一点，间隔
时间也相对短一些，随记忆巩固程度的加深，
间隔时间可以越来越长。

④ 复习时做好四件事

尝试回忆，看教科书，整理笔记，看参考书。

⑤ 复习时的“五到”

五到，即眼到、手到、口到、耳到、心到。尤
其以心到最为重要，全身心投入、多器官感知
信息，记忆的效率就高。

⑥ 固定时间内复习固定内容

在某一固定的时间内做某一类事情可获
得最佳效果。比如，早上和晚上8至9点，记忆
力强，可复习英语、语文，下午演算和抽象思维
能力较强，可复习数学。

⑦ 适时做好系统性复习

一个星期、一个月或学完一单元，帮助孩
子把各科知识整理归类，系统复习，知识能很
清晰地印在大脑里。

⑧ 复习计划与时间分配

每天对各门功课的复习做出明确安排，处
理好各门功课的关系，既不要用时不平衡，又不
要不分重点和自己的弱科而平均用力。

⑨ 复习目标

复习要有切合实际学习能力的目标，并且
有达不成目标的处罚措施。父母带着孩子一
起规划，让孩子形成自己制定目标的习惯，提
高复习效率。

⑩ 最大限度利用时间复习

利用平时一些闲散、短暂的时间，把每科
的基础知识做成卡片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复
习和巩固。 （梅语文、小学语文名师）

① 重“示范”，忌“替代”

不要让孩子觉得检查是
家长的事情。我们可以说

“咱们一起来检查吧！”而尽
量不说“拿来让妈妈检查一
下。”

检查时，家长可以说出
检查的方法，比如，“减法题
目就用加法来查一下，2+3，
得5，对了。”这样孩子就可以
模仿到检查的方法了。

② 重“验证”，忌“批评”

检查时，不只跟孩子说错
误的地方，也借机表扬他做对
的地方。毕竟刚开始的时候，
大多数孩子做十道题，不至于
错一半以上。

每道题都念叨一遍，“对
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嗯？这个是对的吗？”这样可
以增加正面反馈的机会，让
孩子不至于觉得“一起检查”
是个特别可怕会被妈妈批评

的过程。
让孩子“不反感”，这是

做任何事情初始阶段都非常
重要的一点。检查作业时，
父母记住千万不要板着个
脸，好像判官一样。

任何人都希望获得正面
的评价，不要把必须指出错
误的这个环节搞得太过严
肃，否则后续的正面激励效
果也就没那么有用了。

③ 逐步放手，循序渐进

放手的过程父母不必着
急。不管示范了多少遍，孩
子真正自己上手时，还是会
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

一开始让孩子自己检查，
家长可以陪在旁边，孩子检查
得对，就小夸奖一下；万一不
对，我们也可及时提醒孩子再
仔细看一下。待他们找到时，
还需表示：“你自己检查出来
了，可真厉害。”

如果孩子不愿意尝试自
己检查，家长还可以“故意犯
错”，指着他本来做对的题
目，说：“这题好像不太对？”
孩子对自己被错怪了往往会
比较在意，家长这时可以顺
势表示：“哎呀！看来我检查
也不靠谱，你快一起来吧！
咱们检查两遍，这样更靠谱

一些。”
如果察觉到孩子平时比

较依赖父母的检查，我们可
以逐步放宽结果的范围。比
如，一开始会说：“这道题的
这里不对。”后来就只说：“这
道题答案不太对，可是我也
看不出来哪步错了，你帮我
找找？”再后来可以说：“这五
道题里有一道不对，要不你
找找看？”这样既减轻了孩子
的畏难情绪，又增强了孩子
的检查能力。

一般来说，三年级左右
就不建议父母全程跟随检查
了，五年级左右就不建议干
涉具体题目的检查了。除非
孩子主动问你题，否则别管
他做的对不对，坚持盯习惯
就好。

④ 父母要学会“装傻”

只要孩子学习意愿高、
主动性强，通常成绩都不会
差。比起“学会了没有”，请
家长更关注孩子“学得高不
高兴，想不想学”。而“装傻”
就是非常有效激发孩子学习
兴趣的手段之一。

“我懂得比你多”这种成
就感，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很
有用。

特别是低年级的家长，

请格外注意这一点，让孩子
觉得“我很厉害”“我比爸爸
妈妈在这方面懂得多”“我可
以教爸爸妈妈”，对孩子持续
性学习是极大的激励。

陪伴检查的过程也是同
样，请家长“示弱”。“这个知
识老师是怎么讲的，你能教
我吗？”当孩子复述老师讲的
内容时，他有时自己就会发
现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