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责编/张慧娟 校对/郑原圆 排版/王晨 成长·科学2022年1月26日 星期三
联系电话：（010）88146827

印象中第一次滑雪是在2011年，那
个时候我在北京读书，去的是怀北滑雪
场，因为技巧不熟练导致滑起来非常累，
而且摔得够呛，加上那次滑雪场人非常
多，每滑一次就得半个小时，所以没太体

会到滑雪的乐趣。第二次滑雪就到了2017
年了，陪家人一起去的，掌握一些技巧之

后，能自由的在中级道穿行了，也认识了一些雪
友，逐渐对雪圈有了一些了解，往后雪季滑雪的次

数也逐渐多了起来。
滑雪对我来说主要的吸引力，来源于克服自身恐

惧的获得感、高速滑行带来的迎接挑战的刺激感，以及不
断练习和学会新技巧带来的成就感；另外，滑雪本身是一项
高度沉浸式的运动，通常要一整天的时间与外界隔离，也因

此能够让自己短暂地从纷繁的琐事和紧张的工作中抽离出来，
心理上获得难得的放松。

滑雪是一项技巧性非常强的运动，需要掌握正确的练习方式才
能逐渐提升滑行技巧；同时，滑雪也是一项存在一定危险性的运动。
我也曾经因为滑雪而受伤，但还是喜欢。之后随着大女儿向晚澄的出

生，因为忙碌，有段时间，我告别了雪道。
后来我举家搬到了深圳；在离京之前，还因为南方没有滑雪场而感到遗

憾，将自己攒的雪具装备都卖掉了，此后我基本上不再关注滑雪相关的信息。
2021年中秋节，二女儿出生了，此后一个月我们整个小家都沉浸在喜悦中。

同时，我也为二女儿的起名陷入焦虑，在几轮筛选之后剩下的几个名字中纠结。
恰逢十一，应好友邀请，去了一趟传闻中的广州的一个室内滑雪场，室内雪场的雪

道长度有限，但也让我好好的过了一下雪瘾，重新体验到了滑行带来的愉悦感，也感
叹自己找回了人生爱好。正是在从广州返回深圳的班车上，闪念间，我想给女儿取一个

与滑雪有关的名字，于是我给新出生的二女儿取了“向御雪”这个名字，取“御雪飞行”
的寓意。

身在南方，滑雪是一项比较少见、奢侈的运动了，但也会是我持续下去的长期爱好；等两个
女儿长大之后，我也会带她们去雪场，教她们滑雪，希望她们以后也能和我一样，感受冰雪带来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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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王晔妈妈讲述女儿成长中的
“冰雪奇缘”——

▶▶▶一双轮滑鞋让孩子结
下“冰雪奇缘”

王晔两岁时，为了让孩子锻炼身体，
我们给她买了一双轮滑鞋。没想到，她超
级喜欢轮滑，且平衡能力很好。于是，我
们夏天滑轮滑、冬天滑冰，从此，女儿就
和这种轮上运动结了缘，尤其喜欢滑冰。

那时候的北京还没有适合短道速滑
的室内冰场。虽然户外的冰面很冷，但因
为喜欢，王晔每次都玩得不亦乐乎，且滑
得有模有样，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发现了
孩子对滑冰的兴趣和天赋后，我们就有
意识地去支持培养。没有教练，爸爸就当
孩子的教练。其实爸爸不是教练，但为了
孩子提升滑冰技术，他虚心地向专业人
士请教，自己不断地学习琢磨，然后不厌
其烦地指导孩子的每一个动作；没有合
适的冰刀，爸爸就买来成人用的冰刀，然
后拿到工厂按适合孩子用的比例两头截
短，就成了“儿童冰刀”；没有正规的冰
场，爸爸就和一些滑冰爱好者一起在河
面上浇出一块“专业冰场”，大家带孩子
一起滑。

为了孩子滑冰，我们经常是早上四
五点钟就起床，陪孩子穿越整个北京城
到离家很远的冰场训练，很晚才到家。西
单的喜悦冰场、大兴黄村、通州、清河各
个冰场都留下我们的足迹。2014 年 9
月，我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家长给孩子
组建了北京市第一支短道速滑队。有了
组织，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为孩子们寻求
专业训练的支持：找室内专业冰场、请专
业教练、定做专业的短道速滑的防护垫
……就这样王晔得到了相对专业的指
导，滑冰的技术动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2016年北京市海淀区成立了短道速滑

队，我们这支“民间队”就并入其中。
2016-2017赛季，11岁的王晔首次参加
了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联赛，成绩优异。
这个成绩，更加激发她对冰雪运动的热
爱，为之更加刻苦训练。

▶▶▶从业余到专业：我们陪
伴孩子逐梦冰雪

2016年，北京市短道速滑队成立。
2017年 5月，王晔入选，成为北京队的
一员。有了专业的冰场、专业的教练，孩
子很兴奋，训练也更加专注，滑冰成绩突
飞猛进。

虽然有了专业的学习环境，但我们
仍然不放过每一个提升学习的机会。机
缘巧合，王晔得到了韩国教练和加拿大
教练的指导，教练们的认可，让孩子更
加坚定了选择专业训练的决心，也更加
努力地训练。在 2017-2018 赛季的全
国短道速滑青少年联赛中，王晔又不负
众望获得了 12枚金牌中的 7枚。2018
年4月，她入选国家短道速滑天才少年
队，开启了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专业训
练之路。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的陪练
生活结束。

离开父母的呵护和陪伴之初，初到
国家短道速滑天才少年队的王晔有点不
适应。因为在国家层面的专业队伍里，教
练要求的训练强度很大。她由于年龄小，
生活中也有一些困难。比如：磨冰刀、洗
衣服、学习、收拾房间等，对于她来说都
是挑战。我们看着心疼，但也只能在视频
中给予安慰，告诉她“这些困难都是暂时
的，只要你想做，很快就能做好”。让我欣
慰的是，孩子很快就度过了这个磨合期，
进步很快，这为她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在2018年11月举行的北京市
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中，她
获得了四圈追逐赛第一名、500米第一
名、1000米第一名、1500米第一名、女
子丙组全能第一名。

2019年，14岁的王晔入选国家短
道速滑队，成为中国短道队里最小的运
动员。新的平台、新的训练，王晔的运动
成绩也有了更大的提高。当年1月，她参
加了“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总决
赛”，并取得了1000米的第四名，申请获

得了“运动健将”称号；8月，她代表北京
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短道速滑
比赛，斩获女子500米、1500米、3000
米接力的第一名；10月，参加上海超级
杯短道速滑大奖赛，获得了男女混合
2000米接力的冠军……自从接受了专
业的训练后，女儿付出了很多，也成长了
进步了很多。看到她为了梦想努力拼搏
的样子，我为孩子感到骄傲。

▶▶▶选择了滑冰，注定是一
条不寻常的路

然而，从上海超级杯后，一系列的伤
病问题接踵而至，让孩子经历了一段灰
暗的时光。先是在参加国际比赛选拔赛
时，王晔被对手的冰刀划伤了小腿，5厘
米深的伤口伤到了骨膜。而康复训练一
个月后，伤口感染，又切开重新缝合。之
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里里外外
耽误了3个月。

2020 年 7 月，王晔的两个膝盖受
伤，康复训练了一年多。加上身高增长的
原因，康复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一直不
能跟随队伍正常训练，这让她的情绪更
是低落到了极点。我们告诉孩子：选择了
滑冰，注定是一条不寻常的路。选择了就
要承受它所带来的一切，不管是骄傲的、
高光的，还是坎坷不平的，我们都要接
受。面对我的安慰，孩子的一句话让我既
心疼又感动，她说：“冰刀划伤我的腿我
没有哭，但不能参加比赛、训练，我特别
伤心，为了我的梦想——站到北京2022
年冬奥会的赛场上。我一刻也不想
耽误训练，因为我年龄小，各项
能力都不够，我要更加努力才
能追赶得上……”这
让我想起来，6年前，
当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后，
她开心极了，当时就坚定了刻苦训练的
决心，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迎接“家门口”
的冬奥会。

在梦想的召唤下，现在的王晔已经
恢复如初，可以正常训练了，那个自信、
阳光的“冰雪天使”又回来了，并一步步
地为了梦想而努力奔跑，“我要全力以
赴，为首都添彩、为国争光。”这是女儿最
大的梦想。

教育在线：王晔上小学时，北京
还没有实行“双减”政策，“鸡娃”
风正热。身为“北京海淀妈妈”中的
一员，在孩子的教育上你是如何做到
冷静理性的？

王丽华：和众多家长一样，面对
这个生命的到来，我们也期待将最好
的一切都给了她。可以说，我们对
孩子的成长规划从她一出生就开
始了。但我们的目光没有聚焦
在奥数、英语等纯学习的培
训班，而是通过“玩中
学”的模式观察孩子的
兴趣所在，从而找到
一个让她一生都能
感到有趣的事儿。

3 岁以前，
我 们 主 要 关
注 营 养 、
身 体 发
育、语

言的发展；幼儿园时期，注重好奇
心、求知欲的呵护及兴趣爱好的培
养。王晔是一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
兴趣的孩子，上小学后，舞蹈、钢
琴、声乐、画画、轮滑、滑冰、滑
雪、游泳等我们都学过，但从不断的
尝试中有所取舍。在我们发现她在音
乐和运动方面确实有些天赋后，便把
钢琴和滑冰坚持了下来。直到现在，
王晔在滑冰之余，还喜欢弹钢琴，既
放松身心也陶冶情操。

教育在线：从发现兴趣到执着耕
耘，从业余训练到专业训练，现在滑
冰成了王晔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这么多年在培养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作为家长你们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王丽华：与其说是父母在培养教
育孩子，不如说是和孩子一起成长。
因为父母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
高改变自己，才能做好孩子的榜样。

在孩子的滑冰兴趣培养方面，我
和爸爸的想法高度一致且“分工明
确”：爸爸负责“业务方面”，关注学
习技术的进步。关于滑冰，爸爸经常
给她说的一句话就是“可以不快但不
能不帅”，他告诉孩子做什么事就全
力以赴做漂亮——怎么背手、什么
蹲曲角度，甚至眼神看哪儿，都
尽量追求完美，他自己学习，
然后再一一给孩子讲解。他
还特别会鼓励孩子，“宝贝
你做得很好、要是这么做
可能会更好。”

作为妈妈，我主
要负责“后勤保
障”，穿鞋、喝
水、鼓励、安
慰等。因为
她需要在
不 同 城

市训练，我也辗转在几个城市，保证
孩子每天的学习、营养及安全，从精
神上和生活上给予她支持和鼓励。尤
其是在孩子伤病期间，我能给她最大
的帮助就是爱和支持。记得在昆明训
练时，她在磨刀时将手划破了，还缝
了3针，基本上我一两个月去看孩子
一次，给她安慰和鼓励。现在，我还
保持着每天和孩子进行视频连线，倾
听孩子所有的喜怒哀乐。在她成长路
上，不管是高光时刻，还是情绪低落
时，我们都会陪着她、鼓励她、支持
她，给她加油。

教育在线：在刚发现她对滑冰
感兴趣时，你们就想让她走专业路
线吗？

王丽华：说实话，当初学滑冰
纯粹就是为了让她以自己喜欢的方
式锻炼身体，也拥有一项能让自己
终身喜欢的业余爱好，并没想走专
业之路。之所以要求她滑得专业、
滑得帅，是为了培养孩子认真对待
每件事的态度。

她的专业之路，源于六年级时我
们的一次家庭讨论。那年，王晔参加
了全国短道速滑青少年联赛，之后她
就坚定地想进行专业训练。但是，当
时北京没有专业的短道速滑冰场，没
有专业的教练，新成立的北京队在长
春训练，要想专业训练就得离开学
校。作为母亲，我不想让孩子那么辛
苦，所以在这个选择题面前，我和她
观点不一。

但爸爸很支持孩子的选择，于
是他俩分别做我的工作。记得女儿
当时对我认真地分析说，“从比赛
中，看出我滑的技术都达到了甲
标，说明我的技术动作没有问题。
只是业余训练上冰时间太少，所以
我的体能还远远跟不上。我觉得我
可以，我想拼一把，希望妈妈支持
我……”爸爸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虑
后，对我分析说，“孩子的成绩得到
了多位教练的认可，且滑冰是她发
自内心的热爱，只要坚持肯定能做
好。”看着他们俩坚定的目光，我最
终选择了无条件支持她参加专业
训练。

教育在线：一个孩子的健
康成长，需要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能“同频共振”。
在王晔的兴趣发展中，

学校支持吗？
王丽华：您这

个问题很关键。
家校共育，目
标在“育”，

形成合力很关键。在滑冰这件事上，
我们很感谢孩子的老师们。王晔小学
就读的玉泉小学倡导幸福教育，支持
让每个孩子敢于追梦。在她滑冰这件
事上，从校长到老师都给予很大的支
持。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滑冰，她学
习时很专注，学业和滑冰齐头并
进，曾以优异的成绩作为北京市海
淀区少先队员的优秀代表，参加了
中国少年先锋队北京市第七次代表
大会。她六年级时，学校还为她颁
发了学生层面的最高荣誉“玉泉蓝
带奖”，激励她勇敢去追梦。中学时
王晔选择了专业训练，首师大附中
的老师、校长也非常支持孩子的滑
冰训练，定期指导孩子的学业，所
以王晔通过网课自学，也做到坚持
训练和学习双进步。现在，王晔已
经是名高二学生，她的训练也越来
越紧张，但她每天都能坚持学习、
读书，这和老师们的关注密不可
分。去年，她还荣获第十八届北京
市海淀区五四青年奖章。

教育在线：专业训练之余，还能
做到兼顾学业，可见王晔养成了很好
的自律和时间管理能力。在你看来，
滑冰对王晔的性格成长带来怎样的影
响和收获？

王丽华：滑冰是一项非常锻炼人
的运动项目。经过年复一年的滑冰训
练，王晔在专业成绩不断提高的同
时，更是锻炼了意志品质，以及时
间管理能力、独立自觉、乐观向
上、努力拼搏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
自学能力。说实话，现在想要平衡
训练和学习真的太不容易。高中的
课程自学难度很大，而且现在她每
天的训练强度非常大，留给学习的
时间有限。但她从不放弃学习，她
也会利用休息时的碎片化的时间抓
紧学习，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学习的年
龄就一定要多学知识。

教育在线：冬奥会开幕在即，你
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

王丽华：此刻，女儿正全力以赴
备战奥运，她期待站在国际赛场上，
为国争光。其实，陪伴孩子一起走过
那段伤病岁月后，我们都明白，在竞
技体育的道路上，没有谁的路会一帆
风顺，我们总会承受失败和挫折，与
其抱怨叹息，不如把自己活成一束
光，举起梦想的火炬，大胆向前迈
进。尽力拼搏了，在我心中她就是最
棒的。我更知道，因为热爱，她始终
能坚定自己的梦想信念，在顺境中感
恩，在逆境中成长，这将是她一生的
财富。

用兴趣举起梦想的火炬
——王晔妈妈的家庭教育观

本报记者 张惠娟

看了王晔成长中的家庭故事，我
很是感动。我想，这个阳光自信的

“冰雪精灵”优秀的背后，离不开家
庭爱的滋养。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在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元年，我们
通过解读王晔成长中的家庭教育故
事，再次来探讨一个时代命题：家
庭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什么？我们该
如何做父母？希望给更多家长一些
深刻的启示。

做父母，认清角色很重要

家庭教育促进法非常明确地提出
“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立
德树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父母
不能将家庭变成孩子的第二个学校。

相比很多“为了学习而焦虑”的
家长，王晔爸爸妈妈所走的路其实更
难一些，但是这条路是更加符合孩子
成长的道路。在我看来，归纳起来，
有以下几个关键词：

陪伴。从妈妈的讲述中，我们看
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无论在实际
生活中还是在精神层面，父母给了孩
子足够的爱的陪伴。比如，父母陪着
孩子穿梭在北京的各大冰场；孩子在
外地训练期间，在孩子“伤病”期
间，妈妈在几个城市穿梭，从精神上
和生活上给予孩子支持和鼓励。

榜样。“可以不快但不能不帅”
这是王晔爸爸的口头禅。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爸爸首先自己也在学习，
努力给孩子树立个榜样。无论是爸爸
的自学还是妈妈的，都是在给孩子一
个正能量的榜样引领。

发现。这一点也尤其重要。当
然，发现的前提是家长有正确的价值
观，不会认为孩子只有“读书考大
学”这一条路。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代，很多孩子
衣食无忧，但内心并不幸福。因为从
小就被迫走上了一条被父母规划好的

“学习考大学找工作”的独木桥。有
的孩子可能“按部就班”地考上了很
好的大学，但最后却患上了“空心
病”，对生活失去了热爱。而在王晔
的成长中，妈妈给了她很多尝试兴趣
的机会，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孩子
真正的兴趣潜能——滑冰和钢琴，并
一直坚持了下来。

支持。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都不

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孩子遇到挫折
时，父母要起到怎样的作用？比如，
王晔选择走专业道路时，妈妈内心也
有犹豫和不同的想法。但她最终选择
了民主地倾听孩子的声音，遵从了孩
子的选择，将孩子内心的需求放在最
主要的地位。这样，就让孩子在她自
己的优势领域，走上良性的发展道
路，并有了成功的机会。而因为喜
欢，再苦、再累的训练，孩子内心也
会觉得充盈幸福。但是反过来，任何
一个事情，当它变成一个专业的时
候，肯定会有成功和失败，所以这个
时候家长的支持很重要。

做家长，何为成功？

“双减”政策背景下，特别是在
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之后，我去了
很多北京的中小学调研，有家长对
我说，“双减”背景下，孩子的学习
成了“盲盒”——不学吧，心慌；
学 吧 ， 心 忙 ； 对 于 未 来 ， 很 迷 茫
……一句话折射出家长内心对父母
责任的困惑。

现在，全国中小学迎来了“双
减”之后的第一个寒假，家长们是时
候冷静思考一下：在没有一个培训班
可学的假期，如何让孩子的寒假生活
更有价值？家长如何给予孩子高质量
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如何
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在宁静
的环境里，给孩子机会，让孩子去找
到自己的兴趣点？

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来看，其实
孩子的成长路径很多元。而且不是每
个人都能成为奥运冠军，或者成为各
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孩子对自然感
兴趣，有的孩子艺术做得很好，有的孩
子动手能力很好。一个人的成长其实
就是一个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
己，最后成为想要的自己的过程。比
如，做办公室职员，能将那些琐碎繁杂
的事情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是
有意义的；公园的园丁，能将手下修剪
过的每一片花草树叶赋予生命，这个
工作就是幸福的。所以，只要家长们用
心发现，能帮助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
成长之路，然后支持孩子追梦、接纳孩
子的所有表现，让孩子在每一天平凡
的生活中都能有一颗充盈的内心，从
而感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样的家
长就是成功的。 （张惠娟 整理）

给孩子的爱，要温柔而坚定
——王晔成长带来的家庭教育启示

王晔:中国短道
速滑国家队运动员，
2022 北 京 冬 奥 会 火
炬手，同时也是首都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
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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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点评专家：
边玉芳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印象中
第一次滑雪是
在 2011 年，那
个时候我在北京
读书，去的是怀北
滑雪场，因为技巧不
熟练导致滑起来非常
累，而且摔得够呛，加上
那次滑雪场人非常多，每滑
一次就得半个小时，所以没太
体会到滑雪的乐趣。第二次滑雪
就到了2017年了，陪家人一起去
的，掌握一些技巧之后，能自由地在

中级道穿行了，也认识了一些雪友，逐渐对雪圈有了一些
了解，往后雪季滑雪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

滑雪对我来说主要的吸引力，来源于克服自身恐惧的获
得感、高速滑行带来的迎接挑战的刺激感，以及不断练习和学
会新技巧带来的成就感；另外，滑雪本身是一项高度沉浸式的运
动，通常要一整天的时间与外界隔离，也因此能够让自己短暂地从
纷繁的琐事和紧张的工作中抽离出来，心理上获得难得的放松。

滑雪是一项技巧性非常强的运动，需要掌握正确的练习方式才能逐
渐提升滑行技巧；同时，滑雪也是一项存在一定危险性的运动。我也曾经
因为滑雪而受伤，但还是喜欢。之后随着大女儿向晚澄的出生，因为忙碌，
有段时间，我告别了雪道。

后来我举家搬到了深圳。在离京之前，还因为南方没有滑雪场而感到遗憾，
将自己攒的雪具装备都卖掉了。此后我基本上不再关注滑雪相关的信息。2021年
中秋节，二女儿出生了，此后一个月我们整个小家都沉浸在喜悦中。同时，我也为
二女儿的起名陷入焦虑，在几轮筛选之后剩下的几个名字中纠结。恰逢十一，应好友
邀请，去了一趟传闻中广州的一个室内滑雪场，室内雪场的雪道长度有限，但也让我好
好地过了一下雪瘾，重新体验到了滑行带来的愉悦感，也感叹自己找回了人生爱好。正是
在从广州返回深圳的班车上，闪念间，我想给女儿取一个与滑雪有关的名字，于是我给新出
生的二女儿取了“向御雪”这个名字，取“御雪飞行”的寓意。

身在南方，滑雪是一项比较少见、奢侈的运动了，但也会是我持续下去的长期爱好；等两个女儿
长大之后，我也会带她们去雪场，教她们滑雪，希望她们以后也能和我一样，感受冰雪带来的乐趣。

我
给
女
儿
取
名
﹃
御
雪
﹄

向
康

从好奇到兴趣，从
业余训练再到专业选
手，我女儿的冰雪梦，
是从2岁时的一双滑冰
鞋开始的……

“

”

▶ 京郊寒冷的冰面
承载着小王晔的梦。

▶ 在国际滑联组织的 2019 上海
超级杯短道速滑大奖赛上，王晔获得
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