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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徐洁

就像我们到了一

定年纪，才会发

现，同学中最后过

得好的，不是最会

学习、赚钱最多

的，而是那些心态

好,情商高,会生活

的人。

去年六一，本报的追踪

报道见报时，不少家长留言：

我很有兴趣了解，中考录取

后的故事。

此时，在了解完相关数

字，以及这些数字背后的选

择和博弈后，前学军小学校

长、现任西湖区教育局副书

记汪培新却说了一句：其实，

我最关心的不是这个。

面对这些孩子的五年，教育者关心的是——

我们的教育，如何匹配孩子的成长
我们拼命想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但问题是，怎样教孩子做普通人

再过两周就是期末考。此时的朋友圈，妈妈们已开始刷

屏要如何控制体内的洪荒之力。

一位妈妈立志做佛系老妈，小 C 妈妈调侃她，你就算佛

系，也是个武僧。

小C妈妈太懂家长们的焦虑，因为曾经的自己，也和他们

一样。自己如今的“淡定”也是经过了艰难的修炼。

2014 年，小升初，儿子小 C 摇号进入杭州一所非常热门

的民办初中。幸运眷顾的喜悦很快遭到了当头一棒——小学

里成绩名列前茅的儿子，在入学后的第一次摸底考就考砸了。

之后每每考试，成绩都不太理想。

学业高压撞上青春期，小C也变得越来越寡言，一回家就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对儿子，小 C 妈妈是心疼的。“怎么办呢，只能自我调节，

去接受，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中等生。然后给他力量，尝

试去发现他的长处，让他不再被狭隘的应试所裹挟，发挥出他

的优势。”

去年6月，小C初中毕业，保送进了排名在前八开外的一

所优高。虽然与预期还有差距，但全家一致决定：接受保送，

不考了。

升入高中这一年，儿子的成绩依然平平，但在儿子身上，

小 C 妈妈也有许多欣喜的发现：周末依然有大把时间要贡献

给辅导班，但补什么，怎么补，儿子有了自己的计划和侧重。

而且无论路远时长，他全都自己搞定。

前段时间，小C的奶奶生病住院，全家人轮流陪护。小C

是住校生，也参与了陪夜。“大概是他体会到我和他爸陪护的

辛苦，回到家，主动洗碗扫地，抢着干家务，大人的要求有求必

应。”

小 C 也犯错误。比如上个月，C 妈收到儿子班主任“告

状”，因为小 C 把手机带去学校，并在寝室看视频被宿管阿

姨抓了个正着，按校规要退宿一周。不过老师又说，在接受

处理时小 C 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没有遮掩，主动承认了错

误。

小 C 家住城西，要去位于城南的学校，等于要跨过整座

城。“我跟他说，你自己犯的错，得自己承担。他说，行。第一

天放学，他自己坐地铁回家，结果坐反了方向，折腾了 3 个半

小时才到家。第二天一早五点半，我去叫他起床，房间里已经

没人了。原来为了留足提前量，他在前一夜就规划好了路线，

早早出门赶公交去了。”

以上这些，正是小 C 妈妈“佛系”的来源：儿子能关心家

人，与人为善，有责任，敢担当⋯⋯这些品质，都比成绩重

要。

有天晚上，母子谈心。小C说：“作为非学霸的妈妈，你是

不是特别担心我的未来？”

C 妈说：“你会做家务，会照顾自己、照顾他人，有什么可

担心的。”

“这是我的真心话。”C 妈很认真地对记者说：“现在，我

对孩子的学习没有太高要求，正常学，学出正常成绩就行了。

此外，一切很好。对于他的未来，我并不焦虑。”

对此，小C妈妈还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一段，是

这样写的：

未来的你，会成为怎样的人，谁也不知道。到今天，妈

妈已经懂得，你是否能够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其实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不后悔，有勇气去接受

自己的不足，敢于面对你遇到的困难。那些打不垮你的困

难，一定会给你力量，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一定要记得，

作为一个普通人，照顾好自己很重要。一个普通人，也可以

有幸有力为别人服务，为别人所需要，也会有自己的人生价

值所在。

一位高一生母亲的心路——

一路走来
对孩子的未来，我不再焦虑

“我更想知道，过去5年的成长里，在这些孩子们身上，还

展现出哪些特质，这些特质又给予他们多大的力量。”在他看

来，成绩只代表当下，不指向未来。

比如，听说公办与民办的殊途同归，他会追问：“结果一

样，那么收获呢？当你发现身边藏龙卧虎，有了落差时，能不

能耐得住挫折；作业太多不想做了，能不能再多坚持一下；保

送不满意，决定自己考，体现的则是当下的自我决策和自信

心，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家长能不能看到这些？”

又比如，他知道六（1）班的这批同学们每年都会举行

“大力神杯”的交接仪式，但他觉得除了仪式感和同学相

聚外，这还有更多的意味：“当时那么拼命、团结互助、流

汗流血流泪换来的‘大力神杯’，那些力量现在还依然具

备吗？”

每一年，记者在随机采访时，也会问同一个问题。

我问孩子，过去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我再问家长，孩子的哪些变化，让你觉得意外或欣喜？

只是大多数答案，还是围绕学习——分数高低，排名先

后。

浙江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博士、副教授何珊云告

诉记者，每一年，她看着同学们欢欢喜喜考进浙大，但每一年，

也都有学生退学。这些孩子的家长接受不了，高考都能挺过

来，为什么挺不过大学？

“因为这个时候，除了知识性相关的认知因素的作用，孩

子身上的非认知因素发生作用了，比如决策力、耐挫力、自律、

自信、勇敢、坚持等等。”何珊云说，而这些才是一个人的核心

素养，这些能力将最终决定，你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你，你将

进入怎样一种未来。

作为一线教育者，汪培新也时常在反思。“我们的教育喜

欢走极端。家长拼命想把孩子培养成精英，一旦失败，又放任

他们。而对于怎样教孩子做普通人，无论家长和老师，都想得

太少、做得太少。”

我问他，什么算是教孩子做普通人。

他说：“尊重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绪，鼓励他们寻找普通

人的快乐。不要一天到晚说，你只有努力考上很牛的大学才

能怎么样。其实你读了好大学也不一定意味着人生就成功

了。至于努力，那不就是人生的常态吗，平凡的生活更要努

力。活成普通人，其实是比学习更复杂的问题。学习是直线

的，一个点，往深里钻就行，而平凡而健康地活着，有无数的点

需要父母、学校与孩子一同探索。”

他表示，“就像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才会发现，同学中最后

过得好的，不是最会学习、赚钱最多的，而是那些心态好、情商

高、会生活的人。很多家长觉得让孩子过早陷入金钱世界不

合适，却忘了自己每天给孩子灌输的全是被‘上进、努力’包裹

着的名利观。”

追踪这些孩子，也是追问当下：

社会转型太快，我们的教育能够匹配吗？

当物质越来越多地主导生活，他们怎样找到自己的方向？

巨变的时代，什么才是他们未来幸福的根本？

这些问题，我们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

但也值得我们，用更长的时间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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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们 交 接

大力神杯。

本报去年报道的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