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 谓

“鸡娃”，指用

打鸡血的方

式教育孩子。“鸡”作为

动词，生动地形容出家

长育儿的疯狂程度。

在现实的“鸡娃”家庭

中，大部分都要求孩子

应试和才艺样样不能

少，以升学、应试为主

的形式依旧是主流。

为了考进顶尖高

校，必须在顶流中学就

读；为了进入顶流中

学，必须在最好的小学

做到出类拔萃。从这

条环环相扣的路线倒

推回来，“鸡娃”培养宜

早不宜迟。天才毕竟

是少数，想要显著超越

同龄人，势必要走上学

习的快车道。对于“鸡

娃”父母来说，补习班

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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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剧《小舍得》引发网友热议，剧中有关小升初和孩子教育的剧情让不少学生家长大呼“真

实”。同时，剧中的“鸡娃”现象也成为近期的热门话题，映射着家长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我们应该怎样

看待其背后的复杂现实？家长又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呢？ ■ 记者 谢静 整理

“鸡娃”遍地，教育内卷

家长应如何应对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在精神上富养孩子

虽然说“鸡娃”父母的出发点可以理

解，但“鸡娃”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在正确

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不科学的“鸡娃”，只

会毁娃。

重智轻德的功利之心不可有，拔苗助

长急不可耐的心态也不能有。教育的本

意，应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被

恐惧和焦虑支配的家长，却成为了教育的

阻力。

常说父母的高度决定孩子的高度，但

“高度”的丈量如果拿错了尺子、扭曲了标

准，会产生很坏的影响。高度不仅仅是父

母能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更是父母言传身

教的素质。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是父

母身体力行带给孩子的梦想，在孩子童年

的时候，我们要在精神上富养孩子，而不

是用一个标准答案去限制孩子。

（二）摆正心态，放下焦虑

教育焦虑，说到底，是对于孩子未来

的前途和教育之路不确定性的情绪反

应。导致这种生理性焦虑甚至病理性焦

虑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是家长对教育和

教育规律的认知不科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要走出

极端功利主义教育的陷阱，必须让教育回

归初心，就是要回归教育本初的功能、价

值和规律。

● 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

“择校”是当前每个家庭陷入教育焦

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选择一所好的学校

让孩子读书，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和“小舍得”中的家长一样，您首先要明

白自己的孩子是适合上拔尖领跑的“翰

林”；强调素质培养，慢慢等孩子成长的

“风帆”；还是严谨敦厚，务实平和的“雅

德”？学校的校风、学风对孩子影响不小，

但不少老教师会告诉您，比进什么学校更

重要的是孩子遇到的是什么老师。

要知道，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儿童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更是独

一无二的。与其在择校方面陷入教育焦

虑而不能自拔，家长不如将精力更多地放

在对孩子的有效陪伴和家校沟通上，通过

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为孩子创

造一种适合他的教育环境。

● 教育不应以危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为代价。

从整体上讲，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

负担过重目前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

们很多家庭，一方面望子成龙，不断给孩

子加班加点；另一方面，又为中小学生的

课业负担过重而深感忧虑。不要忘记，我

们让孩子接受教育，其本心是为了促进孩

子的社会化，是为了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

成长，一切教育都不应该以危害孩子的身

心健康为前提，更不能以危害孩子的身心

健康为代价去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成绩。

● 唤醒儿童内在向善、向上的力量。

人有两种力量，是应该得到全力呵

护、培育、弘扬。一种是与自身、与社会、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力量，这就是人向善的

力量；一种是改造自我、改造社会、改造自

然的力量，这就是人向上的力量。

要让我们的孩子走得好、走得快、走得

长远，学校和家长必须给予儿童这两种力

量。唤醒儿童内在向善和向上的力量是教

育的天职，也是教育最伟大、最神圣的使命。

● 培育就业创业和幸福生活的能力。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考出多少分，

而是通过教育让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生

存的本领和学习的能力，让孩子成为一个

合格的公民。当孩子们走出学校，走向社

会时，他能用自己的所学获得幸福的生

活，能用自己的所学为社会的进步、国家

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才是一个人接受

教育的终极价值。

希望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一定要坚定

初心，不时回望，避免被不良的教育风气

所干扰，帮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育儿的负担，补课竞争的伤害，父母

不是不懂。70、80后的父母，是顽强奋斗

的一代，信奉努力读书就能扭转命运，他

们中的不少人的确也出人头地，改变了命

运，实现了阶层跨越。但他们也惶恐地发

现——他们的阶层流动，好像只买了单人

票，下一代要维持住现有阶层，要付出的

努力可能比他们这辈还要多。

当年是学霸的父母，接受不了孩子成

绩平平。当年普通的父母，或许总会叩问

自己：当初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能变得

更好些。久而久之，期望也投射到了孩子

身上。孩子不是面子，道理大家都懂，但

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足够的勇气接受孩子

比自己平庸。因此，一边安抚孩子情绪，

一边又不甘落后地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

成了家长的常态。

更可怕的是，就连那些佛系家长也逃

不出“鸡娃”的怪圈。试想一下，如果在看

电影的时候，第一排的人因为某种原因站

了起来，会发生什么？显然，第二排的人

必须也要站起来才能看得见。这样下去，

第三排、第四排的人都要站起来……最

后，整个剧场的人都必须站着才能看到电

影了。

坐在第一排的父母已经站起来，那么

后面坐着的父母们也必须站起来，否则他

们根本就看不到“电影”。为了适应当下

的社会，佛系父母也只能改变育儿方式，

加入“鸡娃”大军。

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都

是焦虑的家长、上不完的补习班和永远

顶着熊猫眼的孩子。如此种种，都在孩

子心里埋下了不稳定的炸弹，近年来，

抑郁、轻生现象愈发频繁地出现在中小

学生中。

焦虑的家长把孩子全面交给补习班，

由此来应对“水涨船高”，却忘了孩子更需

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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