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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B05观察·“保卫童年”（二）

责编 杨华云 高明勇 美编 鲁嘉 责校 张彦君

那些年，我们一起讨论过的“童年”
孩子到底快乐不快乐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绝对不快乐和绝对快乐都是罕见的，

而这种判断经常又是成年人的快乐或不快乐。我们习惯于宽泛地讨论快乐还是不快
乐，却忽视了那些小事情，孩子们的快乐都在成年人眼中的“小事”上。

孩子的兴趣
不该进“铁屋”

□孟波（一位小学学生的家长）
周末，我到少年宫送儿子上兴趣

班，看着一对对年轻的父母们行色匆
匆地拖着孩子来挤课，无奈的悲怆和
无力的悲哀一下子涌上心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座少年宫
就像一座“铁屋子”。那里关押着孩
子们的天真烂漫和美好童年。看看
那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都是家长的
兴趣，绝大部分和孩子的兴趣无关。
可悲的是，家长们对“铁屋子”不是避
之不及，而是趋之若鹜。

悲催之处在于，还有多少家长在
“铁屋子”外持币排队，还有多少家长
在“占坑班”外焦急等待。

为什么不学习一下郑渊洁？郑
渊洁小学没毕业，儿子只小学毕业，
但都有所成。答案是风险太大，郑渊
洁太少了。谁敢把独生子带回家自
己进行教育试验？谁敢不让孩子上
兴趣班？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招生
时，必须要看孩子证书的。

有时真让人绝望。教育资源分
配严重不均，教育只重知识不重人
格，各式各样的“铁屋子”如雨后春
笋。如何从“铁屋子”中越狱？

一个路径是用脚投票，把孩子送
出国，但这条路也很窄，成本不菲。

一个路径是家长集体抗议、集
体说不，一个班也不报。路径虽好
但无法操作。每个家长都是“囚徒
困境”中的“囚徒”，步调一致绝无
可能。我家孩子不报班，你家孩子
报了怎么办，不就亏了吗？所以我
也 得 报 。 都 报 了 ，又 都 等 于 都 没
报。这种竞赛是自我虐待、自我摧
残的竞赛。

LD 前 几 天 跟 我 商 量 ：你 能 不
能托个关系啊，儿子奥数班老师不
行，得调个班啊！你看，不仅要选

“铁屋子”，还要选 哪 个“ 牢 子 ”更
优秀呢！

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我现在是
四无：无奈、无力、无解、无望。原本
有 个“ 按 揭 治 国 ”，算 是 稳住了家
长。其实还有一个“证书治国”，套牢
了孩子。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不批评孩
子的成绩；二尽可能让孩子抽时间玩
而不是抽时间学。

鲁迅先生说：孩子长大，倘无才
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
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试想，如果周
海婴连上个小学都要证书，真不知道
鲁迅先生该做何反应。

前几天，儿子看了中国青年报的
一篇文章《高学历家长“拼孩子”更
执着》，特地推荐给老爸老妈阅读。
他说：我要是主席，就只要求学生三
个方面：一快乐，二活泼，三学习中
等。说实话，天知道孩子的愿望能
否实现。

请领导离开
孩子的运动会

□木易（编辑）
朋友参加了孩子的运动会后感慨，国外有“La⁃

dy First”，中国则是“Leader First”,虽然平时对此也
有感受，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
子身上，很是担忧。

前一阵这位朋友女儿所在的小学举办运动会，
她作为志愿者去帮忙。运动会开幕的时候，主持人
先是报出一堆领导，有区里领导、区教育部门的领导
等等，在对这些领导表示感谢后，孩子们开始鼓掌欢
迎这些领导的到来。

她女儿对这种事情显然是没有概念的，只知道
老师让鼓掌就鼓掌。不过她很担心，学校请领导、请
一些不相干的单位负责人，无非是想给学校多争取
一些社会资源。如果把前来参加运动会的区领导、
各单位负责人，看成一种社会资源，社会对教育的参
与也应该是润物无声的，而不是突出领导的身份，让
孩子们感谢和鼓掌。“Leader First”的意识在校园里
弥漫，培养出来的就是官本意识、对权威的畏惧和膜
拜，依附性的人格。

不过对于类似这种“运动会”规则，朋友想不出
什么可以帮助女儿的办法，她只希望，孩子们的运动
会应该属于孩子们，“Leader First”不应该出现在这
里。和“Leader First”问题相比，朋友教女儿说“不”
的努力还有点效果。

朋友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女儿回家说
不敢去卫生间，她很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女
儿说，老师和小朋友们说一天去卫生间不能超过两
次，已经超过次数的女儿想去，但是不敢，只好憋着。

老师的话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听
的？对“师命”的畏惧感已经在女儿心中形成怎
么办？

她有些纠结，既不想让女儿觉得老师的话随时
是可以不听的，又想让女儿明白这种要求并不是绝
对的。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度实在是不好把握，只好
和女儿说，老师要求不能超过两次，是担心那些调皮
的小朋友们不好好学习，如果真的需要去，可以和老
师说，老师会同意的。

虽然女儿表示明白了，不过后来并没有再发生
这种事情，她不确定这个解释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女儿上小学后，学校经常要求孩子做各种各样
的小报，主题很多，比如爱国主义之类的。这些题目
有时让成年人都为难，孩子更不可能完成，基本上孩
子们的小报都是在家长帮助下完成的。

朋友对这种活动虽然不反对，但原本是孩子们
独立完成的事情最终都转嫁到家长身上，并不能实
现这种活动的目的。

一次家长会上，老师说家长们不要替孩子们做，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无论做得怎样都没关系。

随后的一期小报任务刚好赶上假期，朋友和女
儿说，爸爸妈妈不帮她了，她要自己完成。女儿用了
几天的时间自己做了四个图以完成这个小报，但交
上去后却被老师打回来了，因为不合格。

她女儿很委屈地向父母求援。这让朋友想起女儿
幼儿园时不敢去卫生间的事情来，她和女儿说，这一期
不做了，跟老师说自己做不好，爸爸妈妈也没时间帮忙，
女儿果真就按她教的去说了，老师并没有说什么。

其实朋友知道，对一个已经形成了老师的命令要
执行印象的孩子来说，让她去和老师这么说，她得承受
很大的压力。但朋友认为，她不会直接告诉孩子可以
不听老师的话，但总要让她尝试着去说不，让她明白，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只有服从一个选择。

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
班里的哪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女儿之
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

女儿的同学都管她叫“23号”。她的班里总
共有50个人，每每考试，女儿都排名23。久而久
之，便有了这个雅号，她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
等生。

我们觉得这外号刺耳，女儿却欣然接受。老
公发愁地说，一碰到公司活动或者老同学聚会，
别人都对自家的“小超人”赞不绝口，他却只能扮
深沉。人家的孩子，不仅成绩出类拔萃，而且特
长多多。唯有我们家的“23 号”，没有一样值得
炫耀的地方。因此，他一看到娱乐节目里那些才
艺非凡的孩子，就羡慕得两眼放光。

中秋节，亲友相聚，坐满了一个宽大的包
间。众人的话题，也渐渐转向各家的小儿女。趁
着酒兴，要孩子们说说将来要做什么。钢琴家，
明星，政界要人，孩子们毫不怯场，连那个4岁半
的女孩，也会说将来要做央视的主持人，赢得
一阵赞叹。

12 岁的女儿，正为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
剔蟹剥虾，盛汤揩嘴，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忽
然想起，只剩她没说了。在众人的催促下，她
认真地回答：“长大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当幼
儿园老师，领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众
人礼貌地表示赞许，紧接着追问她的第二志
愿。她大大方方地说：“我想做妈妈，穿着印有

叮当猫的围裙，在厨房里做晚餐，然后给我的孩
子讲故事，领着他在阳台上看星星。”

亲友愕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公的神情，极为尴尬。

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大家各自做了最
拿手的菜，带着老公和孩子去野餐。一路上笑语
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
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地不停鼓掌。她不时
跑到后面，照看着那些食物，把倾斜的饭盒摆好，
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擦净，忙忙碌碌，像
个细心的小管家。

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两个小
男孩，一个奥数尖子，一个英语高手，同时夹住盘
子里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平
分。丰盛的美食源源不断地摆上来，他们看都不
看，大人们又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怎么都不管
用。最后，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
破了这个僵局。

期中考试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
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不过他说，有
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诉我，他从教30年了，第一次
遇见这种事。

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
哪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女儿之外，全班同学
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很多：热心助
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得最多的
是，乐观幽默。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她
来担任班长。他感叹道：你这个女儿，虽说成绩
一般，可为人实在很优秀啊。

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你快要成为英雄了。
正在织围巾的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
我说，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
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她轻轻地说：“妈妈，我
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
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
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
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
里的平凡人。如果健康，如果
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
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
善良的普通人。（有删节）

□刘继荣（作家）

坐在路边
鼓掌的人

□雨欣麻麻（教师）
在我看来，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是比较快乐

的，我们没有让她上各种学习班兴趣班。但也有
不开心的时候，这些事情小但并不简单。

女儿最忍受不了的是冤枉，但各种冤枉还是
无可避免。

我老公是个对老人绝对孝敬的人，不管什么
事情，第一反应都是老人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前几天一家人去孩子姥姥家，晚饭后，我跟
女儿说去把电视关了。女儿就先问姥姥还看不
看电视了，结果立即被她爸爸训了一顿，说她自
己懒不愿意动，关电视都要姥姥干。

女儿委屈地说爸爸我不是那意思，是先问问
姥姥是不是还要看电视。结果她爸说你就是想
让姥姥干活。女儿立即不干了，说爸爸你冤枉
我，然后开始嚎啕大哭。

为了让女儿懂得尊敬老人，我会告诉她你要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先问妈妈的妈妈行不行。我
是老师，道理上明白成年人应把自己放在和孩子平
等的位置交流，但她爸爸又是个不愿意向孩子认错
的人，女儿被冤枉时，那套理论就无用武之地了。

这种强加给孩子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们
身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女儿过度的
宠爱有时候也会让她很不高兴。

吃饭的时候，奶奶会一个劲要求她吃这个吃
那个，第一次她很乖，说奶奶我不吃。但接二连
三的要求后，女儿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大。第三次
时发现爷爷已经把那菜夹进她碗里了，她开始发
脾气，嚷嚷“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

我明知老人这样做不妥，但这时候只能委婉
地和老人说，孩子大了，吃饭不用管她，可是一点
用也没有。

最纠结的是那种我教给孩子的和自己的行动
不一致时怎么和她解释。为了培养孩子的环境意
识，从小带她去超市时，我就告诉她买了东西的小
票不能随地乱扔，要扔到垃圾桶里。

一次在超市买完东西，小票不小心掉地上
了，她马上就说妈妈你乱扔垃圾，我说妈妈是不
小心掉了，咱们捡起来吧。她很开心地去做了，
没想到尴尬接着就来了。地上不少被人乱丢的
小票，有的还被撕碎了，女儿突然说，妈妈，我们
把这些都捡起来吧！

我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办呢？我并不想承担
别人不负责的行为的后果，但我又一直在教育女
儿保护环境。我只好和她说，别人乱丢垃圾，是
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告诉他们不应该这么做，这
些垃圾有清洁工阿姨来打扫，我们只要自己不乱
丢就可以了。

我很怕她会接着问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
些垃圾收拾起来，要等清洁工阿姨来做之类的问
题，只好拉着她落荒而逃。

女儿学校的一个做法让我担心那些学习不
太好的孩子。学校定期给所有家长发短信报告
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有时候会说到谁成绩好，谁
成绩差，这些内容所有的家长都能看得到。

我如果收到女儿成绩好的短信，会告诉她老
师表扬她了。但如果涉及到成绩差的孩子，我会
立即删掉，我不想让女儿在心中形成她的同学
中，谁是好学生，谁是差学生的评价。可是，每个
家长都会像我这样吗？那些恰恰自己的孩子属
于成绩差的家长，面对这种公开的短信时，又会
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冤枉了她
道歉很难吗

陪伴他，
让他快乐

□宾果（一个初中孩子的母亲）
我的孩子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

部读书，尽管学业上有一定的压力，但我觉
得他总体上是快乐的。他可以自主安排学
习、休息和业余活动。因为学习效率高，业
余时间他经常可以去游泳、踢球，或者双休
日我们陪他去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

总有朋友问我，你的孩子为什么总是
乐呵呵的，“法宝”是什么？

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同时我的
工作也跟教育有一定关系。我教
育孩子的方式其实也很简单，顺
性引导，亲情陪伴。

作为父母，要了解自己孩
子的天性。如果你要规范孩
子的言行，不是仅仅告诉他

“不能干什么”，更要告诉他
“应该干什么”和“怎样干”。

现在有不少孩子迷恋
上 网 ，家 长 感 到 非 常 痛
苦。我的孩子也上网，但
只是查查资料，看看错过了
直播的球赛，没有网瘾，因
为有更为丰富的余暇生活
吸引着他。比起电脑屏幕前
的游戏，他更愿意接近大自
然，更喜欢各种文体活动。

孩子的成长，需要亲情相
伴，“忙”不是理由。不管多忙，家
长都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尤其要
珍惜与孩子的交流。比如，家长要学
会倾听，孩子在讲他的想法时不要随意
打断，也不要急于评价孩子说话的对错。
当孩子的观点不合理时，只要不是重大的
道德原则问题，不要随意否定他，耐心听孩
子说完，再找合适的机会进行评价和引导，
效果会好得多。比起孩子跟我们兴致勃勃
的交流愿望来，偶尔说错一两句话就显得
不那么重要了。有人说这样会纵容孩子，
其实不是纵容，是延迟判断和引导。

我有一些朋友在国外工作，孩子在国
内读书。他们很注重跟孩子通过电话交
流，而不是用看似更为便捷的电子邮件。
因为双方通话时，语言是承载着语气
和感情的，比干巴巴的文字更贴近孩
子的心。

我的孩子不住校，每天都回家。
按照正常情况，在学校如果认真听讲
的话，平均用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完成
作业。不少家长抱怨孩子做作业时拖拉
磨蹭。这种拖拉的原因之一是学校功课
做完了，许多父母还要额外布置作业，大多
数孩子是吃不消的，所以会故意拖时间。

对待孩子的行为，要赏罚分明。孩子
有了好的行为，家长可以从精神层面表扬、
夸赞，可以给孩子买他渴望的东西，也可以
是社会性的奖励，比如带孩子去旅游、参加
户外活动。当然，惩罚也要尽可能落实，关
于怎样罚，可以在定规矩之初跟孩子商量
好。罚的目的是帮助孩子“长记性”并且学
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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