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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母亲节
不老妈妈菜

今年 3月底，北京成立了全

国首个中华遗嘱库。开张1个月

有余，登记者达800人之多，预

约时间已至2014年。

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

你还在为想不出送妈妈什么礼

物而头疼的话，不如选择用一桌

美味佳肴来慰劳妈妈吧！

演员、妻子、妈妈……赵薇

似乎也把自己的定位有序排列

了起来。不过最近，赵薇多了个

头衔———3亿票房导演。

守宫砂!

神奇已成传说

北京建全国
首个遗嘱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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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宫砂，如此神秘的东西，在

流传了1300年之后，终于在明

朝人手里失传了。不过，要知道有

固然神奇，没有也照样快乐。

母焦虑，
真乃“父之过”？

作为2012年度上海学校德育

决策咨询课题，《上海市中小学生分

学段家庭教育指导研究》报告，源于

对本市 16个区县 46所学校的学

生家长进行的配额抽样问卷调查。

调查课题组对学生家长进行了分组

分析，具体为小学起始段（一二年

级）、小学中高段（三四五年级）、初

中阶段、高中阶段四组。分析发现，

小学中高段学生的家长对孩子的升

学问题最为焦虑，已超过中学生家

长对中高考的焦虑程度。不少家长

都在感叹，孩子进入“小升初”阶段

后，自己从此再也没有周末了，所有

课程都全程伴读，累……

同时，调查显示，目前在上海家

庭中承担家庭教育主要职责的父亲

仅占30.6％，在平时负责与学校联

系的角色中，父亲仅占27.1％，主要

承担家庭教育职责的母亲占到了

62.4％，平时主要负责与学校联系

的母亲占到了63％。从分学段统计

数据来看，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父

亲参与度尤其低，承担家庭教育主

要职责的比例仅占到23.2％。

很多人就此得出结论：爸爸大

多只是“车夫”，孩子学习都是母亲

在管；母亲们非常焦虑，爸爸太不

关心孩子了……指责声一片。可事

实真是如此吗？

“我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学习成

绩考第一，当第一压力太大，万一哪

天考了第二他就要惴惴不安……我

很忌讳那些绝对化的要求。”这话出

自一位心理学博士之口，他坦言，教

育孩子时他更看重孩子的综合素质，

而非学习成绩。然而，这美好的梦想

在孩子进入小学后很快就被打破了。

“我在开会，儿子班主任就给我发来

一条短信‘回家好好辅导你儿子数

学’，过一会儿又来一条‘你儿子完成

作业速度太慢了’”，第二天，他又收

到了班主任发来的“好好辅导你儿子

语文”“要盯着你儿子认真做作业”

……诸如此类的短信每天不断———

“我几乎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陪读状

态。”曾信誓旦旦认为自己能淡定面

对孩子教育问题的心理学博士承认

自己“被老师搞得也开始焦虑了”。

“我个人认为这是老师的问题，

老师的教学方法有问题。”上海海

洋大学心理健康研究教育中心主任

马莹教授直言，让孩子把大量的课

业负担带回家，要家长陪读完成，这

样的老师可以说是不会上课，“有效

的教学应该完全在课堂上完成。”孩

子注意力有效集中的时间只有 30

分钟，老师应该把教学中重点与难

点内容在30分钟内完成，其余时间

只是引导孩子去消化。把课堂上讲

不完的东西分配给家长，简单布置

大量作业，只会诱发孩子的厌学情

绪。如果家长都能完成老师上课完

成不了的任务，何必还要把孩子送

到学校去呢？教师不提高教学水平，

只布置大量作业，可以说是在推卸

责任。教师要承认学生禀赋差异性

的存在，要给予学生时间、耐心和鼓

励，而不是给予压力去完成老师优

秀考核的期望。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现在不少

家长，都在过着替老师完成课业任

务的生活。“教材都很简单，课上20

分钟就能讲完，但教材上的东西完

全不足以让孩子应付小升初的各种

考试竞赛，但教委又规定老师上课

不能讲教材以外的东西，为了让孩

子有能力应付各种名校的选拔考

试，家长不得不每天晚上、每个周末

自己上阵为孩子加码。”今年9月儿

子就要升五年级的刘先生向记者诉

苦。优秀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学校

只看升学率，教师一心争取绩效不

允许自己班上有差生……在这样的

环境下生存，家长们不得不摇

头———“我们无法不焦虑。”

大环境有许多足以引发家长

们焦虑的诱因，如此，我们也不得不

反观家长自身。在妈妈们不停抱怨

爸爸太不给力时，我们不妨先冷静

下来，从两性本身的特点出发，你就

会发现，也许，是错怪了爸爸们。

“我很爱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也

是爱我的。”尽管如此，刘先生每每想

关心儿子的学习，问问他什么题目不

会做要不要爸爸教，都会引来儿子冲

头冲脑的话语，让他颇为伤心。

“这未必是父亲们的错，不应该

指责父亲。”面对《上海市中小学生

分学段家庭教育指导研究》中爸爸

在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中缺位现象较

严重的数据，马莹教授直言，其实，

这还得从父母对孩子不同成长期起

的作用入手来看。孩子6岁以前，父

母对孩子是“控制”作用，一切都是

父母说了算；而6~12岁的孩子，父

母起到的是“监督”的作用，“是爱护

地监督，而不是当贼一样看着的监

督”马莹教授特别强调；而孩子 12

岁以后，父母的作用就是“支持”了。

可现实生活中，不少已经上了

小学的孩子，父母仍在“控制”着他

们，当“贼”一样看着他们。而在这种

“控制”中，妈妈的性格相对温柔，观

察细致入微，更容易与孩子沟通，而

爸爸们的态度和教育方式相对生硬，

直来直去，容易使孩子们远离父亲。

久而久之，孩子会更习惯性地依赖妈

妈，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焦

虑情绪，对孩子的教育也有着更主动

的参与性，于是，在细节的照顾上，孩

子们更倾向于让妈妈来管自己的学

习，让妈妈去联系学校、老师，甚至担

心爸爸和老师的沟通会有问题……

如此种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我

们不应指责父亲。事实上，这一阶段

中，相比仍处“控制”期的母亲，父亲

已更早地步入了更恰当的“监督”期，

“有大事再找我”是不少父亲的态度。

记者曾采访过 2011年福布

斯杂志全球 80位最具权势女性

之一，食品巨头金宝汤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 DeniseMorrison女士，她

告诉记者，当父母（parenting）并

不是让你去关心每天谁把孩子的

衣服去洗了，你不如多花点心思挖

掘孩子的潜能，让他思考明白自己

究竟想成为怎样的人。

很多父母都试图把自己没能做

到的事情强加到孩子身上，把能不能

考上好的大学，作为衡量孩子究竟有

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标杆。但只懂

学习、不懂做人“唯分数论”的孩子究

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前不久复旦大

学硕士研究生向室友投毒的惨剧就

为这些家长敲响了警钟。

根据自己在教育一线大量的

实践经验，马莹教授建议父母们在

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态度应尽可能

地一致，否则对孩子良好人格的形

成是会有影响的。即便不能一致，也

绝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争吵，而应事

后进行良好的沟通。此外，也不宜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宽一

严更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宽与严的

教育适度是最重要的。最后，一定要

和孩子讲道理，当孩子渐渐长大，不

要再试图去“控制”他，要爱护性监

督渐渐向支持性转化，引导孩子，和

孩子一起商量如何解决问题。用引

导性的讨论，去激发孩子的学习动

力。以鼓励孩子认真学习为例，你不

要一味告诉孩子不读书就考不进大

学，考不进大学就赚不了大钱，这种

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孩子的行为，

不仅不能让孩子接受家长的想法，

更会引发家长自己的焦虑。不妨告

诉孩子，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

体验，缺失某阶段体验人生会有遗

憾，我们要体验小学生，体验升学、

中考、高考……每个阶段的体验完

成都是一种成功和进步。

孩子小升初 家长没周末

家长“被陪读”老师是“原罪”？

母亲多“控制”父亲早“监督”

没有起跑线 人生在体验

《上海市中小学生分学段家庭教育指导研究》日前出炉，让人意

想不到的是，报告一经公布，“爸爸在上海中小学生家庭教育中缺位现象

较严重”一条引来附和声一片。一夜之间，上海爸爸们好似成了“罪人”：孩子

懦弱、退缩是因为爸爸缺位；母亲为孩子“小升初”焦虑是因为爸爸不管事……

然而，这一切真的是父亲的过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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