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端个案不能普世
“棍棒式成长”不为大众接受

时下，独二代、“421”等家庭结构的变
化以及社会转型，造就了一些家长过度宠爱、
呵护孩子，这种关爱一不小心便成为溺爱。

在武汉、上海、成都的一些小学，每当学
生负责值日做卫生的时候，总有一些家长来帮
孩子打扫。久而久之，这个行为成为一种“理
所当然”，孩子们吃着零食在一旁玩耍，等着
父母扫完地倒完垃圾再一道回家。长沙市对高
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也表明：八成高校生不会做
饭，七成高校生与室友相处不好，六成高校生
表示更喜欢住在家而非学校。

当然，也有极端的育儿心得，在这方面，
“虎妈”、“狼爸”、“鹰爸”独树一帜。“虎
妈”蔡美儿采用咒骂、威胁、利诱等严格的教
育方式将女儿骂进了哈佛，“狼爸”萧百佑和

“鹰爸”何烈胜也分别以“三天一顿打，孩子
进北大”和让 4岁儿子在暴雪中裸跑大出风
头。另一种极端也见诸媒体，如温柔地和女儿
跳着圆舞曲的“猫爸”和管女儿叫老师、管儿
子叫兄弟的“羊爸”又陆续登场……

国内不少盲目效仿“虎妈”、“狼爸”的
事例，结果惨烈：温州6岁的女童小如因犯小
错被父亲体罚跑步6小时致死；武汉4岁男童
因未完成作业在母亲要求下当众扇自己耳光；
安徽8岁男童因不满被关在房间持续练琴跳楼
自杀。“棍棒式成长”中呈现出来的极端个案
引来争议，并不能真正为大众所接受。

不过，还有一些家长，他们的教育理念却不
同于“虎妈”、“狼爸”、“鹰爸”般另类、严厉甚至
残酷，他们的共同出发点是：尊重孩子、理解孩
子。比如，小巫、王人平、尹建莉和晨雾。

与“虎妈”、“狼爸”、“鹰爸”相比，小
巫、王人平、尹建莉和晨雾四位家长的教育理
念更有针对性、更切合实际。他们当中，有的
是教育学硕士，有的曾在校任教，还有的具备
成功育儿经验。

小巫是教育学硕士，著有 《让孩子做主》
等畅销书。她对“中国式教育”的探讨另辟蹊
径，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为中国家
长网友提供现实生活的实例分析。对于父母们
所关心的“兴趣班”、儿童社会交往和师生关
系等方面的话题，她倡导父母们摒弃急功近利
的心态，创造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她在微博

上变身答疑专家，独到的跨文化教育思维给无
数家长带来启迪，使父母的心灵与孩子一起成
长，引领了国际化育儿教育方向。

王人平是拥有 20万家长“粉丝”的教育
名博主，他却常自称“非专家只是一位普通父
亲”。2011年，他接触微博后发现，太多专家
和父母讨论的话题过于急功近利，于是，他开
始在微博中分享儿童教育和父母自我成长的看
法，并通过微博回答网友关于育儿家庭教育等
方面的疑难问题，累计为上千名网友答疑解
惑。他提倡家庭教育不是去约束和惩罚孩子，
而是父母的自我管理和对孩子的人文关怀。他
凭借独特的育儿观点、浅显易懂的语言，仅仅
用了一年时间便成为传递育儿正能量的“个性
父亲”。

被网友誉为“最牛母亲”的尹建莉也是位
教育学硕士，从教多年，她熟悉学校教育，并
专注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她是 《好妈妈胜过好
老师》 的作者，图书销量达 550万册。她的
女儿曾两次跳级，16岁参加高考，取得了超
过当年清华录取线 22分的优异成绩。尹建莉
不但培养出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儿，还关注教育
时事，通过微博传达自己对于“学校该不该取
消班干部制”、“升学择校”等教育话题的独
特见解，并在博客上帮网友解答家庭教育的疑
难问题，深受网友追捧。

作为一名家长，晨雾成功地把孩子送入国
内名校，后将其送到国外留学 。起初接触志
愿填报，便是源于自己孩子高考需要填报志
愿。2007年起，他开始深入钻研高考志愿。
他对“异地高考、自主招生”等高考相关话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经验预测高考录
取分数。他发布高考相关博客 5529篇，博客
点击 1500万余次，不仅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
网友，还连续五年义务为高三家长提供及时有
效的指导。今年起，他利用微博平台义务答
疑，为网友家长解答填报志愿问题，他经常查
询资料并回复微博到凌晨，被网友称为“最贴
近家长的志愿专家”。

引领教育正方向
期待更多榜样家长

得知四位家长荣获“中国榜样家长”称
号，很多网友都认为，他们传播了教育正能
量，是自己在教育方面的良师益友。

家长朱女士说，她曾经读过“狼爸”畅销
书 《所以，北大兄妹》，却对“狼爸”的教育
方式不敢苟同，“北大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
环节，考上北大不代表‘成功’，没有考上也
并非‘失败’，人生的道路很漫长，教育是一
个长远的过程。而且，‘狼爸’的子女为内地
香港籍考生，考北大可降100多分录取。”

如今，朱女士是小巫微博的忠实“粉丝”，
她坦言，在接触小巫之前，自己曾为女儿“设
计未来”，强迫孩子学钢琴、古筝，上英语培
训班，帮女儿安排上什么学校。“现在我完全
不这样了，像小巫老师说的，让女儿规划她自
己的人生，做她喜欢的事！”孩子上高中后，
朱女士发现，管孩子管少了，孩子的学习反而
比过去好了。“明显感觉孩子懂事了，成长
了。”她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眼下，图书市场上流行的教育书籍很多，大多
数都是功利性非常强的书，诸如“狼爸”、
“虎妈”之类的书籍，过于功利的目标，以及
一些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方法，看起来都是为孩
子好，但是这种教育的真正结果，可能反倒是
耽误了孩子。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应该回到
经典中寻找教育的真谛和本质，教孩子做一个
真正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人生选择，不要逼迫孩子成龙成凤。逼迫
的结果往往大多数孩子也不能成龙成凤，反倒
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不堪。

熊丙奇说，这四位家长都有成功的育儿经
验，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单纯地炫耀这些经
验，而是拿出来与更多家长共同分享，并且针
对不同家长提出来的个性化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普通家长的育子
经，可能更有参考意义，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
榜样家长。教育的实质是让每个人的生活更美
好，因此，它不要求学生与学生之间比出高
低，而是要让孩子们每天有进步，并从进步中
感受到快乐。如果有这样的心境，孩子们的童
年将是快乐的、充满阳光的。

把适用在别人孩子身上的方法强制放在自
己孩子身上不一定是好方法。教育孩子因人而
异，切忌盲目跟风。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家庭教育影响孩子的
一生，父母要给孩子爱、尊重和适度的自由。

因此，教育方法没有统一的“黄金原则”，每
个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狼爸”也好，“羊爸”也罢，家长对于孩子
的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法国今年的热门话题。

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来自优
越家庭的孩子做家庭作业时可以得到父母的
指导，而条件欠缺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任何
指导和帮助，因此，所有的功课都应该在学
校完成，而不是带回家。为此，奥朗德提出
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包括取消家庭作业。

但是，奥朗德的看法与中国的实情并不
符。

一位母亲发现自己五年级女儿的作文经
常被老师退回重写，就亲自帮助润色修改，力
争交到老师手里的作文都是完美的成品。老
师对女儿作文的满意度提高了，但到考试时，
女儿的作文却还是一塌糊涂，无任何长进。

这位母亲很后悔，认为家长过分辅导会给老
师造成“学生都学会了”的假象，从而放松对
学生的责任。

一位一线老师认为，养成学习习惯，培
养学习兴趣，是一定需要家长来帮助的；至
于写作业，主动权还是在孩子手里。如此说
来，学校教育的确需要家庭教育的积极配
合，但是，学校教育在孩子的教育中必须切
实肩负起重大责任，并且这种责任不能随便
甩给家长，命令或要求家长成为孩子的“第
二任老师”。我们之所以需要学校教育，就
是因为家长无暇、无力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才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如果学校将教育
好学生的责任回抛给家长，那么学校教育就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美国，大多数教师是不喜欢家长辅导
孩子写作业的。他们认为，让家长“加工”过
的作业，老师根本就看不出学生懂了多少，孩
子们如果需要辅导，那是教师的工作，不是父
母的工作。因此，美国教育专家指出，家长不
要把孩子的作业“修理”得太完美，要让孩子
在作业中锻炼自己，练就学习技能。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载的一项最
新研究成果显示：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是对孩子未来最好的投资；即便成年后快乐
感减少，但早期快乐可能改变你生活中很多
东西，那些经历持续发挥着作用。该项研究
的作者之一、政治经济和行为学副教授扬—
伊曼纽尔·德尼夫说：“这项结果对学者、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具有重要意义。”德尼夫

敦促为人父母者营造并保持情感健康、情绪
积极的家庭氛围。因此，孩子们的童年应该
快乐、自由、尽情玩耍，家长要想方设法为
他们创造自由自主探索兴趣、爱好的时间、
空间。

因此，我们的中小学学校、家长之间，应
当在教育观上达成默契：教育的成功，并不是
唯考生分数的，更重要的应该是，教会孩子学
会学习，帮助孩子自由探索，培养孩子的质
疑、批判精神。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不切实改
变现有的应试教育价值观，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的官员不改变政绩观，那么，家长担当“第
二任老师”，以及全程辅导孩子写作业的现
象，将愈演愈烈，这将使孩子的快乐童年大打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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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70后、80后父母的生活，家庭教育也
进入互联新时代。通过微博新平台的扩散式传播，一批批拥有独特教育观
念并亲力亲为投身传播正确理念的家长从中脱颖而出，成为“草根专家”并
引领着中国家庭教育新步伐。

●没有商业背景，只有自身点滴育子经验的分享。一位普通父亲将自
己的教育经验娓娓道出，获得了20万家长“粉丝”；一位钻研高考志愿填
报的家长，发表高考博文5529篇，获得1500万点击量……

享受一流的教育
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项陶虹

怎样才算享受过一流的教育？如果你
置身如下的教育场景之中，就会获得会心
一笑的体悟。

记得一堂教研课前，执教老师端着一
杯矿泉水，慢慢地，从孩子的座位旁边走
过，一边走一边说：“请大家集中精力，注意
品味空气中的‘香’味。”然后，他回到讲台
上，把杯子举了举，问：“哪位同学闻到了杯
中水的味道？”有一个同学回答说：“我闻到
了，是香味儿！”他再次走下讲台，端着杯
子，从学生的旁边走过，一边走，一边叮嘱：

“请你们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一下空气中
的气味。”

过了一会儿，他第三次走到学生中间，
让每一位同学嗅一下杯子中的水。这一次，
除了一位同学外，其他同学都举手说闻到
了“香味”。

老师问那位“与众不同”的孩子：“你为
什么不举手？”

“我相信自己的鼻子！”他坦然作答，
“什么味道也没有！”

“对，应该相信自己的鼻子！这是一杯
矿泉水，一杯什么味道也没有的矿泉水。”
老师激情地说，“孩子，让我吻一下你的鼻
子，好吗？”

孩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老师蹲下身来，双手捧着他稚嫩

的面颊，在他的鼻尖上，不，确切地说是在
他记忆的深处，留下了经久不息，而又意味
隽永的一吻。

顿时，整个大教室里听课的老师掌声
雷动。

如果你置身那时那地的教育场景，目
睹那激动人心的“一吻”，难道你仅仅会为
那个激情的动作惊喜错愕不已？难道你没
有领悟到在这佳趣横生的动作背后还蕴涵
一种肯定，一种对“在千百万个人中间，有
一个人站出来”的勇者的肯定？还蕴涵一种
赏识，一种对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主流大
合唱中独树一帜者的赏识？还蕴涵一种唤
醒，一种对特立独行者沉睡着的独立思考
与判断意识的唤醒？

在这种唤醒里，我受到了一流的教育
所担负的道义———服膺于孩子天性引导而
“纵容”他们讲出真相，拒绝成为谎言和假
话的同谋，以及不轻信于精神掠夺者的领
唱而秉持着独立思考与判断的操守。

在这种唤醒里，我感悟到了谁才是真
正享受过一流教育的人———在我们这个时
代，在我们中间，在面对真假与是非考验
的关键时刻，谁能够独立思考与判断，谁
能够坚持自己的思想与洞见，谁能够如流
地裁判与决断，谁就是真正享受过一流教
育的人。

在这种唤醒里，我欣赏到了一流教育
润泽心灵的大美———那是一种街道睡了而
路灯醒着、泥土睡了而树根醒着、鸟儿睡了
而翅膀醒着、肢体睡了而血液醒着的雪落
无声的诗意美。

榜样家长非“虎妈、狼爸”
普通父亲传播家庭教育正能量

探索争鸣

孩子作业要不要家长辅导？
◇胡乐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