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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33届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

法国巴黎闭幕。作为

世界级盛会，奥运会吸

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中国奥运健

儿们精彩的赛

场表现为我国

观众带来了震

撼人心的视觉

盛宴，其背后的

成长经历也成

为荧屏内外的热

议话题，由此也引

发了人们关于“孩

子培养”话题的思

考。为此，我们特别推

出此专版，探讨奥运健儿

的成长经历给予家庭在

培养孩子成长成才方面

的启示。

编者按

何
以
为
美

刚刚落幕的巴黎奥运会引发了全民体
育热，也让人们欣赏到运动之美。尽管运
动员们肤色不同，体型各异，却都在为了梦
想而拼搏，都是值得我们欣赏与尊敬的偶
像。郑钦文、潘展乐们在赛场上为了理想
而全力以赴的瞬间在互联网上刷屏，让人
们看到了自信之美、力量之美、霸气之美。

然而，奥运回刚刚结束，运动员们代言
的品牌宣传中，人们竟然看到郑钦文被一
些品牌 P 图了，标志性的小麦色皮肤被磨
皮、美白，健康的身材被一键变瘦，这还是
我们的“网球女王”郑钦文吗？白又瘦，全
然失去了她原本的韵味和美感。不禁让人

感叹：难道社会就只有这一种美的标准吗？
真正的美，应当是多样的，是包容的。郑

钦文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时的英姿，是力量与
活力的美；她投入比赛时的神情，是专注与执
着的美。肌肉与力量、速度与激情，这些难道
不是美吗？

我们的社会不应狭隘地定义美，而应尊
重和欣赏各种不同的美。运动员的精神能
够激励一代人成长，奥运会的舞台让我们看
到了多元的美，而对于代言
广告中的不恰当P图，我们
更应反思，别让单一的审视
标准束缚了真正的美。

父母的责任是发现
■ 口述：傅春昇（游泳运动员傅园慧父亲）
■ 整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董颖

发现孩子的兴趣和特长。不管哪个孩子
都有天赋，我们做家长的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天
赋。我认为可以多试，什么都去尝试一下，让孩

子广泛地参加各类活动。比如傅园慧小时候，英语、
画画、跳舞……我们都让她去感受一下，看看孩子对哪
个有兴趣、有天赋。比如画画，一学就会，就有感觉，这

就是天赋。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读书好，也可以是别的方面

好，跑步、游泳等，作为家长，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发现。
尊重孩子的选择与坚持。我们家从小就很尊重孩

子，什么事情都是商量着来。其实3、4岁的小孩也是懂
事的，不是小孩就必须听大人的。

正因为我们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家里形成了良
性循环。傅园慧也特别尊重我们，她心里一直觉得要为
我们争气，这就产生了特别好的效果，她游泳优秀带动
了其他方面也好。

其实，家长不用过于担心孩子学习体育是不是很
苦，会不会太花时间，只要孩子喜欢
并且愿意坚持，做父母的尊重并支持

就好了。她小时候每天放学后去游泳训练，
那个时间如果不训练也就是玩了，所以家长
要做的就是花时间陪她去。

创造好的氛围，培养自驱力。很多人说傅园
慧性格好，开朗又自信。其实这和家庭氛围有很
大关系，我们一家三口是很平等的，朋友一样的关系，
怎么开心怎么来。在我们家绝对没有“家长就是权
威”这回事。

我们两个大人比较佛系，创造轻松愉悦的家庭环境
支持她，对她没有具体的要求。反倒是孩子从小就觉得
她自己要努力，要孝顺我们。百善孝为先，她身上的这
些品质是比比赛成绩还让我欣慰的。

曾经有人说她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当运动员，但是她
不信，靠着自己的加倍努力去坚持。所以，只要孩子自
己喜欢，愿意去做，就能够做好，如果靠外力逼他们、压
他们，反而不行。你看有些孩子，被父母管着、强迫着学
习，即使考上了清华、北大，也不一定快乐，这也不能算
成功。

作为家长，要引导孩子，不能施压。要让孩子开
心，发自内心地愿意做某件事。

刊首首语语

■ 刘勇鹤（儿童文学作家，儿童心
理学家）

“别人的孩子为国争光，我的孩子吊儿
郎当”，这是最近在网上很火的一句话。中
国父母一直把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看得最重

要，古人说，母以子贵，父以子显。但一些家长
抓不住家庭教育的重点，或者说用错了力，不仅
效果不好，还搞得每天鸡飞狗跳。

奥运健儿为我们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争夺
赛，而奥运健儿的父母给我们讲述了一堂堂无价
的家教课。为什么这些孩子能成为奥运冠军、学
习和兴趣两不耽误？为什么这些孩子那么自信、
能够抵得住那么大的压力？深入分析我国健儿
的优秀表现可以得出结论，这离不开奥运健儿的
辛勤付出，但更重要的，却是来自父母全方位的
托举。

先说精神托举。中国选手马振昭在巴黎奥
运会柔道女子78公斤级项目中获铜牌。这枚铜
牌，是中国柔道队本届奥运会的首枚奖牌。马振

昭的父母在家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
“你是我们家的大将军，你是我们全家人的
骄傲！”九岁就开始练习柔道的小马，在艰

苦训练的时候，只要想起父母这句话就
充满能量，奋勇向前。还有一个例子，

游泳冠军潘展乐，小时候跟外公一
起长大，外公在树立孩子良好的价
值观的同时培养孩子自信心，总会
看到小潘的付出，说出他的进步，这
是小潘成长路上的不竭动力。反观
一些家长，总给孩子贴负面标签，

“你就是一个‘胆小鬼’‘窝囊废’”，
孩子慢慢也就接受了这个符号，难以
真正“立”起来了。

再说物质托举。成为一名优秀的
运动员，当然是有条件的。网球运动
员郑钦文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堪称
完美，很多人聚焦在父母为了她的训练
花费2000万元“学费”上。这个费用对普
通家庭是惊人的，对郑钦文父母的压力也是
巨大的，他们为了14岁的孩子继续打球，卖了
房子，这也让小郑感受到家人在鼎力支持自己
的特长。家长应该发现兴趣，保护兴趣，成就兴
趣。反观有些家长，其实并没有了解孩子的兴
趣，更不要谈对于兴趣资源的投入和对于孩子
兴趣的成就了。

另外就是奥运健儿家长们家风的传承，他们
为健儿创造的条件当中，一定少不了吃苦耐
劳，奋斗进取，为国争光的品质，这一点也
同样值得我们一起学习。

被父母托举的孩子

■ 口述：程为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整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董颖

我一直关注奥运会，关注中国队的各项比赛，
同时听到很多运动员的成长经历和事迹，内心特别
感动。看到这些运动员这么优秀，我整理了四个关

键词，也是家长在培养孩子时可以重点培养的方向。
第一个关键词是坚持。我们从运动员身上看到的

是坚韧、锲而不舍的精神。第一次参加奥运就能拿到金
牌或奖牌的毕竟是少数，那是极幸运的，有更多的运动
员为了争取奖牌和更好的成绩一直在坚持，参加了多次
奥运会。一个奥运周期是四年，日复一日非常不容易，
所以坚持是我看奥运会时感触最深的一个词。你看巩
立姣，参加了五次奥运会，也就是20年，20年一个人的
身体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方面的机能都会不同，所以
不要说名次，就是能够保持在那个状态就很不容易。她
对记者说，她从第一名到第五名都得过，这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教育孩子时，家长都很关注他们的学习，但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懂得，学习从来不是一时一刻的事，
而是一辈子的事，让孩子们学会坚持，一天学多少看
不出来，坚持十年二十年就能看出来了。

第二个关键词是理想。所有这些获得好成绩的
运动员，他们都有为国争光的理想，他们为了理想
可以不计个人得失。

男子举重冠军刘焕华，为
了冲击81公斤级

比赛，用三年时间增重21公斤。对于运动员
来说，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很不容易，他一度练
到吐，如果内心没有理想信念，很容易就放弃了。

孩子们也一样，父母应该协同孩子，为他们
树立理想，当人心中有目标有愿景的时候，就更容
易克服眼前的一些困难，抵制诱惑。

第三个关键词是牺牲。运动员们的故事里，克服
伤病和不计个人得失的色彩一直都在。很多人的青春，
十几二十年拴在一个项目上，就意味着再也不可能改
行，一切得失都不能计较，唯有一心一意去争取。

牺牲精神，也是值得孩子们去学习的，这不是空洞
的说教，而是真实可感的激励。能够为了大的目标而忘
我、作出牺牲的人才能做得了大事，否则患得患失，什么
都舍不得放弃，这种人是做不成大事，也没有什么前途。

第四个关键词是实力。比如我们的乒乓球、跳水，
在那么重大的比赛中，为什么还能临场不乱、稳定发
挥？这就是平时锻炼所得来的绝对过硬的实力。

我以考试做比喻，我们的一些学生，临到考试拿着书
拼命翻，然后，在书上画重点就开始突击背，来不及了就
开始猜老师可能会考哪儿。我一辈子考试没画过重点，
而是把一本书仔细从头看到尾，每一行都看，绝不漏
过，全都看完了心里就有数了，考哪儿都可以自己发
挥。所以，建议家长引导孩子们静下心来，复习功课
也是夯实自己的实力，如果把知识练得像背

乘法口诀那么熟，就不会
有什么失误了。

培养孩子的四个关键词

■ 白璐（北京大学医学心理学硕士、心
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作为世界级盛会，奥运会无疑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很多家长也以此为契机，教育孩子要勇

于拼搏、不怕挑战。但另一个大众热议的内容也
和家庭教育息息相关。

不少人发现，年轻一代回答采访问题时和老一
代运动员谦虚谨慎的语言风格不同，新一代运动员

中出现了一些“神发言”，比如在游泳赛道中大放异彩
的潘展乐，在接受采访时的回应是：“比赛已经结束
了，冠军是我们的，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

面对类似自信的发言，也有反对声音：应该保持
中国人谦虚的美德。在这一点上引发更多争议的是
女子100米栏运动员吴艳妮，她打破了大家对传统运
动员的认知，比赛时画上美美的妆，开场亮相也别出
心裁，接受采访时语言大胆犀利，常被网友吐槽成绩
不佳但花样很多。但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说，吴艳妮在
100米栏中的成绩已经非常亮眼。但很多家长也会纠

结，如果我的孩子性格自信张扬，发展好可能会被
大家喜欢，但如果没有取得好的成绩，是不是会惹
人非议呢？

其实，自信和谦虚从不矛盾。自信是内核，
谦虚是表达方式。在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发

现，自尊自信的个体往往更容易获得更高
的成就和人生的幸福，也更有能力规避风
险。在近几年的咨询中，很多家长担心孩

子被情感控制或被朋友带坏。
比如一位妈妈发现女儿对好朋友

的话言听计从，甚至被这个
好朋友网暴后依然选

择原谅，和她继

续交往，这让妈妈非常不解。在后
来的咨询中发现，这位妈妈从小对女
儿采取打压、批评式教育，女孩进入
青春期后不止一次在妈妈面前说自
己很差劲、很自卑。而好朋友给了
这个女孩肯定和重要的情感支持，
这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失
的部分，因此哪怕对方曾经伤害过
她，她也会选择原谅。

所以，越自信的个体，才越有能力在
情感上不被人控制，因为他不用依附于
别人来获得自我价值，他本身就是一个
很棒的个体。这是我们在家庭教育中一定
要注重培养的。而培养自信，家长要在生活
中及时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并明确反馈给孩子。
比如，他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特别会关心人，他
会在妈妈生病时照顾妈妈；他特别有学习能力，会收
集资料解决问题。

当然，家庭教育也要面对问题，这时我们采用的
方法非常重要。比如，孩子因马虎错了题，我们可以
跟孩子讲：“这次考试你考得很好，很多知识点都掌握
了，但有两道题是因为马虎错的，你觉得下次有没
有什么办法避免这样的事呢？”这样的表达肯定了
孩子的努力，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促进孩子思考
如何解决问题，既能帮助孩子慢慢思考学会解决
问题、获得提升，又不会破坏孩子的自信感。

再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关于自信和谦虚
的争议。其实，谦虚与自信并不矛盾，如何
引导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
式，并且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坚守自
己的内心，是家庭教育中一
个重要的议题。

自信与谦虚并不矛盾

■ 代秋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研究员、未成年人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运动员们的成长和培养，是社会各界尤其是
家长们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成长经历虽各有千秋、
各具特点，但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同时，亦确有异
曲同工之妙，可以供每一个家庭学习借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众所周知，在擅长的领

域内全力以赴，是事半功倍的选择。经过多年的发展，
奥运会现有32个大项、329个小项的比赛项目，奥运健
儿们通常也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适合自己的运
动项目。客观来说，每个人都有相对更加擅长的领域，
但天赋是否能够卓越到媲美“奥运冠军”的水平，确实有
个体差异，并非“够狠心”逼迫就一定可以。而作为发现
者的“伯乐”，父母是否足够敏感，能否积极创造条件让
孩子尝试和摸索，以及能否在孩子遇到困难挫折时积
极鼓励、肯定、支持、引导是关键。其中，无论是侧重“狼
爸虎妈”还是选择放任，各自都有不少成功的先例。但
最终能够获得异曲同工之妙的诀窍在于无论哪种家庭
养育方式，本质上都是专注在孩子擅长的领域，且通过

不同的心理机制最终内化为孩子自己的动力。
当然，笔者还是更赞同以儿童为主体，亲子之

间平等地尊重和沟通。具体建议有三：
首先，尊重+引导。这需要父母为孩子提

供或者营造可供选择的成长环境，并在陪伴的
过程中敏锐地观察孩子的表现和反映，在

尊重的基础上给予有针对性地引导。
当然，受制于认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等

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哪怕父母主
观上愿意完全尊重孩子的主

体性，客观上能够提供
的选择或多或少也

必然是带有个人倾向性的。
其次，鼓励+信任。任何事物，哪怕是

天赋领域，在学习掌握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长时
间枯燥乏味的艰苦训练时，出现退缩、遇到困难可
以说是必然。虽说“热爱可抵万难”，但若长时间陷
入情绪低迷状态，没有及时正确纾解的话，就此止步
不前的例子亦不胜枚举。这时，专业教练的作用之
外，如果家长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体验，能理解孩子、有
效引导，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没有，家长这时
候能够做的就只有信任专业力量和孩子了，所谓的“放
任式培养”多数即源于此。因为孩子的成长已经超出父
母的经验范围。当然，从成长和发展的角度，这是必然
的，也是所有父母在积极追求的目标。但对于儿童，父
母的陪伴和引导，对于天赋的发现和培养无疑是有很大
助力的。

再次，专注+关系边界。一方面，要有全力以赴争取
胜利的坚定意志。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孩子会对他人的
情绪过度敏感，无法很好地区分情绪和事实。这些孩子
有时会在比赛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无意识地松懈，反
而有可能给了对手反击的机会，心理因素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当在比赛中遇到队友时的心态处理。此次
奥运会奖牌争夺中，也多次出现队友之间较量的赛
事，这时候能否区分情绪和事实，真正心无旁骛
地专注比赛，对人的精神成熟度要求很高。

“奥运冠军”作为一个符号，是培养孩子
的一个参照灯塔，同时也充分展现出人才
培养的普遍规律，当一个人既能够全
力以赴、高度专注地拼搏做事，又能
够心态平和、宠辱不惊地直面任
何结果，那么，无论在任何
领域，他都将是自己的

“冠军”。

引导孩子持续专注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