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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远在大洋彼岸
硅谷工作的儿子给我们发来一
张月球的照片，这是他用自己
新买的天文望远镜拍摄的第一
张照片。对话交流中能听得出
儿子内心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和愉悦。

“这是你亲自拍的？”我调
侃道。

“嗯，我用自己的天文望远
镜拍的。”儿子满怀喜悦地回
答说。

“孩子又一次地满足了自己
的想法。”我心里悠然地冒出这
样感慨。我慢慢体味着孩子用
他的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愉悦心
情，甚至仿佛是看到了溢在他
脸上或是惊诧或是好奇或是激
动的表情。

儿子用自己赚的钱购置了
一台“奢华”的高级天文望远
镜，实现了他童年探究天文的
梦想，可谓“好奇心天地，一
梦二十年。兴趣力无穷，素养
志贵坚”。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那
年的那个冬天，在距离孩子 5
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的晚
上，我和儿子行走在夜色浓厚
的小路上。天空里的星星密密
麻麻的，既多又明亮。忽然，
孩子似乎在跟我商量又似乎在
向我宣告一个决定。“妈，今年
我过生日可不可以不吃蛋糕
啊？”“为什么呀？”我用心里顿
时萌生出的诧异却保持着非常
温柔的语气反问道。

“我想要个望远镜，所以我
就不买蛋糕了吧。”孩子说出了
他的决定。“为什么想要望远镜
呢？”我一时还真不知道这个小
家伙脑子里又在想什么。“我想
看看天上星星到底是什么样
的。”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
想法。

百般诧异中夹杂万分欣
喜。令我诧异的是，5岁的孩子
的心里，竟然舍去了蛋糕而选
择了买望远镜，也让我欣喜的
是，这么小小的人儿竟然对浩渺无垠的星空感兴趣。

后来，大大小小的各式望远镜常在我们家“定居”。
这些望远镜，满足了儿子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好
奇，牵引着他从一个好奇的世界走出去探究另一个世界的
好奇。曾记得：初中时数学老师对我说：“我不是在跟您
孩子讲数学题，而是我们俩在就数学问题进行探讨”；高
中时，化学老师在家长会上也对我说过，他只要还能站在
课堂上一天，就要把我儿子那个独特的解法尤其是敢于挑
战老师惯用思维的做法讲下去；大学时，老师跟我们交流
说，“这孩子是我们少有看见在大学时期还带着很多的问
题跟着老师后面追问和探讨的学生。”工作后，儿子告诉
我们，他在谷歌公司实习期间，因终于解决了部门研究
小组近两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使得部门所有人
对于他这个实习生刮目相看；更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
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导对孩子所说的那句话：“你是我们公
司多年来应届毕业生中拿取薪水最高的一个”……孩子
对我们说：“特别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让我一直保持敢问好问的习惯，使我对周
围事物和学习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名学前教育科研工作者，我想告诉家长们，好
奇心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在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的
成长中，时刻都会对周围的一切事与物充满好奇心和求知
欲。好奇心是孩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动力。好奇心的
直接表征就是好问，它不但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兴趣培养
的前提和基础。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孩子兴趣来源的前
提与基础就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我们认为好奇
心是个体寻求知识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内在动机之一。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孩子成长路上导师角色之一的家长
们，由于各种原因或者直接来自学习分数的压力，在日常
的教育中往往不能满足甚至阻止和扼杀孩子的好奇心，致
使丧失好奇心的孩子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缺乏求知欲，
就不能独立思考问题，想象、动手等各方面能力发展受
阻，并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对周围事物的发
生、发展、变化熟视无睹，对学习缺乏兴趣，对于探究问
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及必备能力不足，从而严重影响孩子
智力水平的提升乃至一生的发展。

所以我想告诉家长们，孩子的好奇心是需要好好呵护
的。但好奇心能否保持到成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孩子
在早期生活所受到的积极鼓励。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
《大教学论》中指出：“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孩子们求
知与求学的欲望激发起来”。作为家长，我们要为孩子创
造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让好奇与
兴趣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终身朋友，陪伴他们更有动力探
索更多的未知问题。

我联想起前一阵子谈得火爆的今年北京中考：满分
660分，某区655分以上有500多名，全市有800多名。国
内其他城市也都有出现“太简单了”的中考新样态。“一
分一段”的状态应该是在传递一种信息，或是说在“双
减”之下的一种导向。一来，国家对教育的一种转型与重
构。“双减”之下要求学生在校要学足学好不仅仅是在一
味地对分数的要求，而是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
度，确保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目标落地生根。二来，也是对“双减”政策的进一
步推进。这样正是在告诉广大家长，进培训机构高强度刷
题争分的时代结束了，因为那不是培养好孩子的正确轨
道。特别是对未来“卡脖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新时代
教育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今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更说明了作为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立德
树人，素养导向，学科融通，开放创新”等诸方面中考新
趋势、新生态。

希望家长从真正意义上还孩子一个“金色童年”，在
充分尊重和保护好奇心、学习兴趣的前提下，滋养孩子的
专注力、坚持力、想象能力等非智力因素，养成爱提问勤
思考的学习习惯，为孩子的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
素质基础，让问学成为一生的习惯，必将成就美好的人
生。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当家长和孩子们都
不再为分数焦虑，而是在为满足孩子们各自发展的兴趣和
需要而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一件各美其美各尽其美的事？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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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减”一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
采访了三位曾经的全职妈妈，听她们讲述
自己在育儿路上的纠结、焦虑以及观念的
转变。她们的故事和经历，也让我对妈妈
这个“职业”进行再思考。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郑春玲大姐。她快
人快语，始终面带微笑，我很难将眼前的
她和“鸡娃”这个词挂钩。然而，几年
前，为了给孩子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她
和很多全职妈妈一样，将“让孩子赢在起
跑线上”视为自己的教育目标；将参加各

种培训班视为孩子学习进步的“法宝”；
她的活动范围除了在灶台旁就是在接送孩
子的路上，而她每天为之忙碌的内容就是
孩子的生活日常。

然而，这种事无巨细的爱却成为孩子成
长中沉重的压力。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
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
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
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

惯。”这是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对家庭的责任所作的阐述。确
实，当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需
要有正确的育儿观、正确的亲子互动模
式。而全职妈妈因为对孩子的过度关
注，很有可能如文中所述，剥夺了孩子
原本该有的家务锻炼，从而导致孩子爱
的能力被剥夺。也因为对孩子的过度聚
焦，从而导致过分焦虑，这种焦虑甚至
在孩子身上传导从而变成过度的压力。
也很可能因为信息的匮乏，对变化的社

会缺乏理解而导致视野受限，而孩子的培
养是指向未来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父母，父母自己也
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难能可贵的是，采
访中，郑春玲、梁波、刘春凤这三位妈妈
在发现孩子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自己所面临
的困难挑战时，善于反思，敢于正视问
题，并能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寻求改变，最
终重塑了自己。从而再次找到了人生的价
值感，也从保姆型妈妈最终转型成为孩子
成长中的伙伴，甚至成为好榜样，引领了
孩子的成长。

俗话说，“家长好一分，孩子好十分。”
一位负责任的家长，不仅要做好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还要努力做好孩子的“终身老
师”。这便要求家长不断重塑自己，和孩子
一起进步成长。

家长要善于重塑自己，和孩子共成长
张惠娟

暑假来临，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群英
科技文化创业园的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
中心，几位工作者正在兴致勃勃地为青少
年策划志愿者活动，她们都曾是全职妈
妈。谈起这份志愿者工作，她们兴奋地
说，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让她们对孩子的
成长不再焦虑，而且也提升了对“母亲”
这个职业的幸福感。

“作为全职妈妈，我们也曾焦虑过”

几年前，UC（统一通信）大数据发
布的中国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
告》显示，子女入学等教育问题成为导致
妈妈们焦虑的共同主因。报告还显示，全
职妈妈的焦虑指数高于职场妈妈。

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的发起人
郑春玲曾经是一名幼儿园教师，随着女儿
的出生，她更加意识到早期教育对孩子成
长的重要性。孩子出生后，她便辞职成了
全职妈妈。

和郑春玲一样，刘春凤也是因为家庭
原因而选择了做“全职妈妈”。考虑到父
母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和精力都不太适
合照顾孩子，于是和爱人商量后，她选择
了全职在家照顾孩子。

梁波成为全职妈妈那年，她的儿子吴
宇昂正上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还没实行

‘双减’，课后服务也没有跟上。孩子每天
下午三点半放学，接送成了令家人头疼的
事。”梁波说，彼时自己的父亲已瘫痪在
床多年，公婆也已经八十多岁。万般无奈
之下，她和爱人商量后决定辞职照顾孩子
和老人。

成为“全职妈妈”的初期，因为有了
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她们
三个人都感觉到了因自己的“付出”换来
的家庭生活的稳定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没
想到，时间没多久，全职妈妈的“焦虑”
便袭来……

在女儿1岁时的那个冬天，成为全职
妈妈的郑春玲开始焦虑。她白天照顾孩子
的日常饮食起居以及家庭早教，累得顾不
上多想。但等晚上孩子睡去后，她却感到
特别的焦虑和迷茫，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
走去无法入睡。“因为成为全职妈妈后，
我的社交范围逐渐缩小，和以前的同事也
渐渐不来往了。再加上先生经常出差，回
家后也都将目光投到孩子身上……”这让
郑春玲觉得，她的身份只是“孩子妈
妈”，而不再是自己……

刘春凤的体验也是如此。成为全职妈
妈后，虽然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了起来，但
离开忙碌的工作岗位，时不时地会产生一
些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慢慢堆积起来让她
变得焦虑、迷茫。那段时间她特别敏感、
易怒，经常把无名火发到爱人身上……

“我也知道主要问题在我，所以业余时间
也曾尝试去健身、和朋友聚会、做微商
等，虽然有一些效果，但夜深人静时，那
种莫名的失落和迷茫感还是会经常袭来。”

因为长时间单一的生活模式，造成了
全职妈妈与社会的脱节，这也让梁波感觉
到孤独和焦虑。而更让她难过的是，自己

“全力付出”的生活状态不但没有得到孩
子的理解和体恤，反而对他的成长出现了

“负面影响”。有一次梁波让儿子自己洗袜

子，几次提醒之后，儿子不耐烦地说：
“妈，您就帮我洗了吧，反正您也不上班
……”这句话刺痛了梁波的心，她觉得自
己的生活状态，不能带给孩子积极拼搏的
榜样的力量，而且长期下去会让孩子没了
家庭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如果这样发展
下去，自己将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很糟糕
的榜样，也偏离了自己辞职在家的初
心。”这是让梁波逼着自己找到属于内心
成长的原动力。

转变观念、解放思想、重塑自己

“让全职妈妈最痛苦的，是失去了自
我；最迷茫的，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全职妈妈的真切体验，让郑春玲觉得，妈
妈这个“职业”，不能只盯着孩子的“吃
喝拉撒”和家里的柴米油盐，只有解放自
己的观念，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
己的素养，才能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才能
深远地影响孩子。在这样的认识下，她开
始寻求心灵深处的成长。

而这个决定，其实也源于对女儿李东
蔓“一块钱纠结”的触动。2008年汶川
地震发生后，学校组织向灾区捐款。郑春
玲问女儿想捐多少钱？小东蔓伸出了一只
手说“5 块钱”。郑春玲示意她再多捐
点，结果女儿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又伸
出了小手说，“6块钱”。

这一块钱的纠结，让郑春玲反思自己
的家庭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成为全职妈
妈后，我一直围绕着孩子转，在她的世界
中一直都是被动地接受爱，所以内心不知
道如何去爱别人。”当年8月，奥运会在
北京召开，郑春玲看到了满大街的志愿
蓝，便突发奇想，“可否通过参加志愿服
务，来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责任心呢？”于
是，她开始留心带孩子参与公益活动。

“说实话，当时我的教育观念并没有
真正转变过来，‘鸡娃’心切的我，视野
也很狭窄，在培养孩子的这方面特别焦虑
……”郑春玲从内心觉得，她天天围着孩
子转，就应该从孩子的“成绩”中看到自
己辛苦付出的“效果”，所以她将孩子的
课外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奥数、英语、
素质类的课程一样都不能少，“孩子上培
训班，我跟着做笔记，每天忙得跟打仗似
的，但孩子的一句话却深深地触动了
我。”郑春玲回忆说，2012年为了备战

“小升初”，她让孩子刷题，其中有一道奥
数题，孩子折腾了一个晚上还是做不出
来。“作为一名曾经的教育工作者，我在
平时已经尽全力克制着情绪，希望不影响
孩子，我也有意识通过学习来调整自己的
情绪，但那一刻，我顿时情绪失控了，冲
着女儿大吼大叫：你不好好学习，就考不
上重点中学，上不了重点中学就上不了好
大学，将来就没有好工作……”李东蔓边
哭边说：“上不了重点就上不了，我就跟
你一样，也做个全职妈妈……”瞬间，郑
春玲号啕大哭。她觉得作为全职妈妈，自
己特别委屈和失败。

也就是这次和女儿的“灵魂对话”，
让郑春玲彻底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教育和
未来人生。

郑春玲发现，只要全身心投入志愿者
活动当中，她和孩子的状态就都很好。自

己的心也变得不那么焦虑了，亲子关系也
变好了。而且志愿者活动，也让她找到了
重新融入社会的新途径，找回了久违的职
场幸福感。2014年 8月，郑春玲便注册
了“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并决
定将志愿者服务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
业。而取名为“心飞扬”，是因为她希望
让每个人因为爱的付出而善心飞扬。

郑春玲的行动也得到了很多妈妈们的
热情参与。正当梁波担心孩子没有社会责
任心时，她遇到了郑春玲，2015年，他
们全家都注册成为心飞扬的志愿者。同一
年，经历了全职妈妈带来的失落、迷茫感
的刘春凤，在孩子1岁时，也成为一名志
愿者，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实现自
己的社会价值，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
的位置和价值感。

亲子共成长，为“母职”赋能

“最初，我抱着陪孩子参与活动的想
法参与志愿者活动，没想到一发不可收
拾。”梁波说，加入心飞扬之后的七年时
间里，她和孩子共参与了150余项志愿服
务活动。“从国内到国际，从敬老院到儿
福院，从儿童村到贫困山区，从环境保护
到文明出行，从帮助艾滋妈妈生下健康的
宝宝到为埃塞俄比亚饥饿儿童捐助粮食包
……”梁波感到更有价值的是，她和孩子
一起用行动为困难人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为社会进步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如今，我儿子已经17岁了，新学期将成
为一名高三生。他学习踏实努力，性格正
直善良，而这一切得益于志愿服务。”让
梁波更为幸福的是，如今已是北京市四星
级志愿者的儿子成为中国SOS儿童村的
一名助养人，“从此，他在西藏有了牵挂
的人，他坚持每个月给助养的小朋友写信
互动，用他的善良去呵护善良。”而当初
陪着儿子参与志愿服务的梁波也从一名普
通志愿者成长为心飞扬管理团队中的一
员。“我积极参与团队建设与管理，虽然
每天从早忙到晚，很辛苦，但是能为首都
志愿服务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很是开
心。”由于出色的工作，梁波还被评为

“北京市资深志愿服务文化推广师”“首都
最美志愿者”。

刘春凤的女儿虽然只有8岁，但也参
加了SOS儿童村助养人“一心一意一封
信”活动。现在，她每个月都给远在拉萨
的儿童村里的姐姐写信。这个习惯也源于
4年前刘春凤第一次带女儿参加“爱心义
卖会”的经历，“那是一个给SOS儿童村
的孤儿和SOS妈妈募集善款的活动。没
想到，孩子很快就喜欢上了义卖会这种形
式。当我告诉她她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她
很开心，从她稚嫩的小脸上我看到了满满
的成就感。”7年的志愿者经历，带给刘
春凤最大的收获是，作为全职妈妈，她全
身心投入到心飞扬志愿者活动中，且已经
成为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如今的她不再迷
茫和失落，孩子阳光健康，家庭幸福和
睦。“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帮别人更是帮
自己。希望爱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长成
参天大树。”已是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的
刘春凤感觉收获满满。

“一路走来，家长和孩子们的变化都

是很明显的。”让郑春玲欣慰的是，12年的
公益活动不仅培养了女儿的爱心和责任心、
锻炼提升了她的综合素养和能力，更为重要
的是志愿者精神已成为孩子成长中的素养
——2017 年，已 15 岁的李东蔓组建了

“SOWER（播种者）国际志愿服务联盟”，
带领近千名志愿者，帮助非洲贫困儿童。从
2018年开始，李东蔓成为了PBIC青少年公
益创新国际挑战赛的辅导员和领队，连续4
年带领几百名中学生参赛，策划帮助非洲贫
困儿童的公益项目；2021年，李东蔓作为
青年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

“粮食系统主题对话会”活动，辅导中小学
生就中国粮食系统的现状及所面临的食物匮
乏、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了主题讨论，并将
讨论结果向中国农业农村部领导进行了汇报
……郑春玲显然更忙碌了，但她的家庭反而
经营得更好了，今年郑春玲的家庭还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
在孩子们的眼中，妈妈的精神状态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初中前妈妈的全职陪伴是我非常温

暖、美好的回忆。”如今正在国外读大三的
李东蔓表示，小时候妈妈营造的那份紧密、
健康的母女关系，对她来说是一份独特的力
量。但妈妈的全职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家庭
讨论的话题缺乏“多元性”。而后来因为长
期参与志愿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多了一个
共同观察、体会世界的窗口。比如，我在北
京八中发起的“爱加艾减”项目，意思是让
爱心增加、艾滋减少，旨在帮助非洲的艾滋
妈妈通过母婴阻断生下健康的孩子。在项目
的执行中，我看到了在我们家以外，妈妈工
作时的激情以及超强的行动力、组织力。同
时我们从日常家务的“分工”，拓展到了志
愿活动中的“合作”；日常趣事的“分享”
以外，又增加了关于活动的“讨论协商”。
2016年 7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西迪贝先生
知道我们为艾滋妈妈所做的努力时，对我妈
妈竖起了大拇指，说“感谢中国青少年和家
庭对联合国的帮助！”女儿眼中的郑春玲很
了不起。

梁波的儿子吴宇昂在谈到妈妈的变化时
也表示，小时候妈妈的陪伴为他们现在良好
的母子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那会他
有时候也怕妈妈，“比如当作业写不好，琴
没练好，或者犯了错时，她就会吼我，我当
时都被吓傻了，常常不知所措。这样妈妈就
会更气，然后进入一个无解的循环，觉得妈
妈不再爱我了……”吴宇昂表示，现在妈妈
的心情变得特别好，她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我
学习的“一亩三分地”，每天为志愿者活动
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做志
愿者活动，也都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幸福地
奔跑着。”吴宇昂说。

“心飞扬现在有注册志愿者1.6万多人，
我们以‘志愿家庭’的创新模式，开展助
老、助残、绿色环保、精准帮扶、文明旅
游、导览讲解、国际公益等项目，多个项目
被评为北京市的金牌项目，我们也被评为北
京市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让郑春玲感到最
幸福的是，在做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她
结识并凝聚了一支全职妈妈志愿服务管理团
队，而这个幸福的组织还被评为了“北京市
三八红旗集体”。大家在做事业的同时，一
起成长为“更称职更幸福”的好妈妈，也让
更多的孩子们因奉献而走向幸福人生。

妈妈的成长，会带来这样的变化
——几位全职妈妈的家庭教育观念转变之路

本报记者 张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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