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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杨

前几天跟女友吃饭，她问起孩子的事，我
欣慰地说：“以前一直是问号，现在变成惊叹号
了！”从没给孩子报过课外班的我，一直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用庄子的话说就是
“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关于家庭教育，我
的体会就是：家长深耕自己，孩子就不会差。

“双减”：开启教育纠偏，让每个家
庭和孩子走自己的路

前不久，北京召开的“双减政策发布会”宣
布，除了“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暑
假补课；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教育机构，不得
线上培训和线下拉人头；不给家长布置作业，
不让家长批改作业”。对此，我拍手称赞。我
以为，“双减”就是要正本清源，还教育予学校，
将家长从焦虑不堪中“救出来”，将孩子从名目
繁多的校外培训机构里“抢回来”，回归教育本
质，按照孩子成长规律，行教育之事。

然而，这样的利好政策也遇到一些父母
的不理解以及更多家长的无所适从。多年来
家长们已经习惯“把孩子交出去”，而所谓的

“家庭教育”早已变成了“舍得”为孩子花钱、
花时间、报课外班的代名词。不少家长满脑
子都是“赢在起跑线上”的执念，塞满了“孩子
智力开发越早越好”等理念……于是乎，社会
上攀比风气越来越浓，教育内卷越来越严重，
孩子身心健康不堪重负。

的确，“用力”过度以及忽视孩子成长发
展的自然规律，是现代社会家庭教育的症
结。这些年来，社会、学校、家庭都在不停给
孩子们做“加法”，后来发现“学了那么多却还
是过不好这一生”。

反思一下，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做“减
法”。记得《救救孩子，还是救救你自己》一书
中写道：“我们在衡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否
有爱或爱有多深的时候，往往看对他们做了
什么，而没有想到关于爱，其实更在于——你
没有做什么。”“有意识教练”高琳老师也说：

“很多父母们一直都在致力于开发孩子的潜
力，却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自己
活成了孩子最大的干扰。大家都在讨论教育
焦虑、内卷、拼爹，但事实上，哪怕我们没有任
何资源给到孩子们，不把自己活成他们的干
扰，就已经是造化了！”

的确如此。那些年，当我学习《道德经》
里“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时，就开始力行“减
法”生活，在孩子教育上亦如此。没有刻意择
校，没上过奥数以及课外班，我们“有的”是太
多孩子童年美好的亲子时光……我的孩子一
路“平平”走来，“大二”之后开始发力考上研
究生……原来他的起跑线在这里。

也许，我们该从鲁迅呐喊的“救救孩子”
角度来看待“双减”。“双减”，不是让孩子和家
长双双“躺平”，而是让每个家庭和孩子可以
走自己的路。

父母要先提升自己，才能支持孩
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民日报近日有一篇文章《教育改革要
从家庭教育开始》中讲到了家长的“五个层
次”：第一层次：舍得为孩子花钱；第二层次：
舍得为孩子花时间；第三层次：开始思考教育
的目标问题；第四层次：为了教育孩子而提升
自己；第五层次：尽己所能支持鼓励孩子成为
最好的自己，也以身作则支持孩子成为真正
的自己。

作为家长，你在哪个层次呢？对照此
表之后，我发现自己做的最好的恰恰是最
后两条。
那天听一个朋友说，现在的“90后”“00

后”吃定了“60后”“70后”，大意是说以后“啃
老族”将越来越多。这种说法当然过于悲观
了，但的确需要警惕。如果在孩子成长过程
中，父母一味地“给给给”“加加加”，不惜越俎
代庖，确实容易养成“躺平”“啃老”的孩子。
而家庭教育的真髓在于“留白”，在于“你的无
为、孩子的有为”，让孩子发展、发挥自身的潜
力，渐渐成长为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所以，教育问题始终是父母要先提升自
己，才能支持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要求孩
子做到的，父母首先要做到；不许孩子做的，
父母首先不能做。但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
父母用“鸡娃”来逃避自己的人生？在这种情
况下，所谓的“家庭教育”最后变成了“怎么才
能让孩子改变？”其实这是方向错了，孩子的
改变，常常来自父母的再成长。

父母应做好自己，演示给孩子看

“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真正的优质父
母。父母的所作所为，便是孩子生活的全
部。死磕自己才是正解。”高琳老师说。

童话大王郑渊洁在总结其为人父的经验
时说：“为人父26年，最深刻的体会如下：闭
上你的嘴，抬起你的腿，走你的人生路，演示
给孩子看。合格父亲的标志：和自己较劲，不
和孩子较劲。”

最近，每当我擦地板时，心里就默念道：
“儿子，妈妈能为你做的就是，把你脚下踏过
的每一块地擦得干干净净；让你吃到的每一
餐饭，都充满妈妈的爱。其他的，你自己搞
定！”我坦言，自己是一个“自私”的妈妈，而不
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孩子的家长。与大多数
家长相比，我更愿意好好做自己，让孩子看。

为人父母，的确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自
己。做父母的最高境界，不是你在管理孩子，
你只是展示你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样教育就
成为孩子内在的自觉过程，而非外力的干预。

■ 梁爽

我很喜欢一个小女孩，我和女孩的妈妈
也是好朋友。可是自从小女孩上了一年级
后，我和小女孩以及她妈妈只见过一次面。
好几次我主动约她，她不是在送孩子去培训
班的路上，就是在陪孩子弹钢琴，或者在监督
女儿背课文……她家是新买的老破学区房，
客厅里有儿童把杆和钢琴等新家具，让我想
到中学墙上贴的标语：一切为了孩子。

我明白她的人生接到了新指令——做一
个好妈妈，但我也看到她的一部分似乎被什
么东西吞噬了。突然想起一首歌《花吃了这
女孩》，女孩小时候，可能会被像花一般的爱
情吃掉；而长大后，可能会被所谓的“密集母
职”风气吃掉。

“密集母职”文化正悄悄侵蚀城市
家庭

“密集母职”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由
莎伦·海斯提出的，用来描述一种在社会上越
来越普及的观念和风气：即妈妈首先应该是照
顾者，应该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情感
和劳动，来集中抚养教育孩子。育儿专家沈奕
斐说，她在研究中发现很多家庭，全家人的生
活完全围绕着孩子进行，从居住到经济再到假
期安排，都是以孩子的需要和节奏为主，亲子
关系高于夫妻关系，更高于代际关系。

虽然女性自愿承担起照顾孩子的第一责
任，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妈妈忙里忙外，其他家
庭成员还觉得她瞎忙、白忙活，比如：孩子若有
头疼脑热，妈妈会受到来自爸爸或家人的质问

“你怎么照顾孩子的”；孩子学习，老师大多会
要求妈妈监督，还有“你看看别人怎么当妈”

“你是怎么当妈的”诸如此类的怪罪，许多职场
女性还会因为无法全心全意照顾孩子怀有愧
疚感……这些都是“密集母职”风气的表现。

如今，“密集母职”文化越来越成为城市
家庭的主流，很多家庭正在无意识地变成“密
集母职”家庭。而一个女人母职过重，很容易
因为孩子的事情，跟老公吵、跟婆婆吵，家庭
关系剑拔弩张，夫妻关系日益变淡。最可怕
的是，有人还把妈妈与孩子做了荣辱与共的
关联，似乎孩子的成功就是妈妈的成功，孩子的失败就是妈
妈的失败。

而“密集母职”的家庭，孩子更容易被教育成独立性差、
逆商低、叛逆心强、容易走极端的孩子。因为“密集母职”的
妈妈可能不舍得孩子犯错，没耐心等孩子改进，就把自己的
经验告诉孩子，如此会挤压孩子自主成长的空间。而且孩
子如果负担母亲更多的荣耀感，会变得压力山大，无法自由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女性不要被“密集母职”风气吃掉

其实，一个女人除了当妈妈，她还有其他社会身份，有
人以当母亲为乐，但也有很多女人想把自己的社会属性或
专业技能发扬光大。

我在有了女儿之后，常提醒自己和家人：我不能被“密
集母职”的文化和风气吃掉。比如我一直给孩子做降低关
注的刻意练习，她自己玩时，我不会去打扰她、纠正她。当
我实在累了，我会说妈妈需要休息一会儿；当我有写作计
划，我会说我需要工作一会儿。对于老公，我也常提醒他，
下班回家后，先来亲亲我，再去亲女儿。

其实，我也曾试过全盘围着孩子转的生活方式，那段时间
我停止社交，交友仅限妈妈圈，“专心带娃”成为我的置顶任
务。可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状态差到极点。于是我开始
把锻炼、社交、开母婴公众号列入计划，我发现自己又复活了。

当妈妈，真的很累。但当我们把育儿标准稍微放低一
些，也许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千万不能一方面“妈妈是
超人”，同时又上演“爸爸去哪儿了”。在育儿领域，妈妈也
要学会做“减法”。对我来说，我只想抓住最重要两点：一是
母女关系亲密；二是感受做母亲的快乐，且在自己的事业和
爱好方面有两把“刷子”。

当
妈
妈
，切
忌
走
入
﹃
密
集
母
职
﹄
怪
圈

■ 许小米

我和瑾梨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常在一起互相探
讨育儿之道，最近聊到了“我能称得上是一个好妈妈吗”这
个问题。在我看来，瑾梨是一个好妈妈，她的小乐宝特别
独立，有很强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有一次参加一个丛林
探险活动，同龄孩子都选择难度较小的项目，只有小乐宝
选择了很有挑战性的项目。但瑾梨每次说乐宝，总觉得她
太有主意了。比如乐宝因为颜料弄到头发上洗不掉，她就

“自作主张”把头顶头发剪掉了。
我女儿茶包也是一个独立性很好，很有运动和语言天

赋的孩子，她的自我学习、管理能力都很强，像游泳、自行
车、轮滑、滑板这些运动，都是她自己扑腾会的。整个小学
阶段我也基本没辅导过作业。弟弟二胖却是另一个方向，

做作业能拖则拖。但二胖却有很好的专注力及记忆力，是
家里的“小百科全书”。

如果“好妈妈”有打分系统，有若干指标作评价，瑾梨的
得分一定比我高。的确，在很多方面，我都不算是一个称职
的好妈妈，包括孩子日常饮食起居的照料、家校互通、课余
时间的亲子活动、社会实践等。我一直想把家当成青年旅
舍一样，无论大人、小孩都是平等的，各自完成自己的事情，
大家在一起共同讨论、共同娱乐，假期就结伴旅行。孩子们
平时在学校的事情，我参与度很不够，也耽误了不少事。

但是，我和瑾梨都算是有自省能力的妈妈。虽然每个
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教养之道，但我们都希
望孩子们可以从家庭、从母亲这里，感受到生活的力量以
及爱的最单纯模样。为此，我们都要努力——成为更好的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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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新主张新主张 如今，“密集母职”文化越来越成为城市家

庭的主流，很多家庭正在无意识地变成“密集
母职”家庭。有人还把妈妈与孩子做了荣辱与
共的关联，似乎孩子的成功就是妈妈的成功，
孩子的失败就是妈妈的失败。其实，一个女人
除了当妈妈，她还有其他社会身份。在育儿领
域，妈妈也要学会做“减法”。

“好妈妈”各有各的精彩

9 月 1 日，将迎来

“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

个开学季。新学期、新

环境、新政策，孩子们可

以卸下重负以全新状态

走进校园，而家长们却

是喜忧参半，甚至还有

莫名的不安。

这些年来，社会、学

校、家庭都在不停给孩

子们做“加法”，说到“家

庭教育”基本就等同于

舍得花钱报班，家长们

竞相让孩子上各种课外

班，不少父母满脑子都

是“赢在起跑线上”的执

念，于是教育内卷越来

越严重，孩子身心健康

不堪重负。还教育予学

校，还童年给孩子，让教

育回归本质，消除普遍

焦虑，这也是“双减”政

策的初衷。

其实，家庭教育的

真谛在于良好的家庭环

境、父母的亲密关系以

及家长的言行品学、以

身作则的示范。教育问

题始终是父母要先提升

自己，才能支持孩子成

为更好的自己。而孩子

的改变，也常常来自父

母的再成长。有所为，

有所不为，才是真正的

优质父母。

“双减”并不是让孩

子和家长双双“躺平”，

而是让每个家庭和孩子

可以走自己的路。这条

路，其实比考试竞争的

路更艰难，需要家长们

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

而不是蛮力和金钱。其

实，做父母的最高境界，

不是你在管理孩子，你

需做好自己，在一言一

行中展示你的世界观、

人生观，这样教育就成

为孩子内在的自觉过

程，而非外力的干预。

为人父母，的确需

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自

己。你是想做“舍得为

孩子花钱”的第一层次

的家长，还是要做“尽

己所能支持鼓励孩子

成为最好的自己，也以

身作则支持孩子成为

真正的自己”的第五层

次的家长？

优质父母：

8

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父母用“鸡娃”
来逃避自己的人生？父母的所作所为，便是孩子生

活的全部；孩子的改变，常常来自父母的再成长。我们需要的
也许是做“减法”，家庭教育的真髓在于“留白”，在于“你的无为、孩
子的有为”，让孩子发展、发挥自身的潜力，渐渐成长为顶天立地、大
写的人。

在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加加””，，在孩子身上在孩子身上““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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