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主持人!最近朋友圈里一份!普娃"!牛娃"

的!配置表"被疯转#用学龄前认识多少汉字$会

做多少算术等指标来划分!普娃"!牛娃"%是否

妥当&

王栋生!这种做法很荒谬。如果是家长闹腾
出来的，也只能说是玩笑。孩子就是孩子，想让
自己的孩子成“牛娃”，心态过于急躁。所有的人
都要敬畏童年。作为教师，我对把孩子分为“普
娃”和“牛娃”感到悲哀。

主持人!许多!牛娃"在上小学之前就已经

认识一两千个汉字%我曾听到一些家长说%自己

家的孩子在上小学前已经可以读报纸# 这是否

意味着他们在语文学科上表现会更出色&

王栋生!让学龄前儿童“读报纸”？家长让孩
子上小学之前识一两千个字仅仅是为了“读报
纸”。让学龄前儿童识一两千字，仅仅是“识字”，
不等于“语文学习”，因为未必能培养阅读兴趣
和能力。儿童自然地爱上阅读，很好；但是，不要
让他们只会读报纸，更重要的是书的阅读。

主持人!从教育者的角度%您觉得%家长在

孩子进入学校之前%需要帮助孩子做哪些准备&

培养哪些能力&

王栋生!以玩为主，做游戏，在玩中培育兴
趣，鼓励他们观察世界，保护他们的好奇心和想
象力，爱护他们的求知欲。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有趣的事，如果他们有阅读的要求，满足他
们，逐步帮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注意阅读品质。
每天有较多的体育活动，多走路；尽可能多地接
触自然。要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自己的事自
己做；有安全意识，能逃避伤害。教会孩子与他
人共处，有平等意识，珍惜友情。无论如何，不要
把孩子推入竞争，过早地让儿童具有所谓“竞争
力”，是对童年乃至一生的伤害。

主持人!和过去相比%现在的孩子们在学龄

前参加的学习班更多了% 接触的信息量也更大

了%这些给他们的求学之路带来哪些影响&

王栋生! 我不主张让学龄前儿童过多地参
加“学习班”。如果他感到孤独，没有朋友，幼儿
园放假时，参加学习班可以和小朋友相处，做游
戏，尚有道理可说；如果只是为了准备几块上
“名校”的敲门砖，得不偿失。为什么把幼儿园称
作“学前教育”？只是为给今后的“学”做些必要
的准备，如果他在幼儿园已经把小学低年级学
习内容完成了，那他有什么必要去上学？透支儿
童的学习兴趣，如同水果蔬菜的“催熟”。仅仅为
了出人头地，过早开发智力，违背成长规律，这
是“浓缩人生”。在成人的唆使下，把幼儿园和小
学视为“起跑线”，过早参与“学习竞争”的孩子，
一般上到中学时会开始厌学，渴望平庸，有些孩
子意志脆弱———别人不珍惜他的童年，他有可
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看到关于“普娃”“牛娃”讨论的微信内容

中，有些家长的态度平和理性，他们不炫耀孩
子，不自我吹嘘，一般而言，这样的自信源于早
年受过正常的教育，同时，家长自身的童年没有
过多的挫折和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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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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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又到小学招生季! 为了让孩子早早地

"赢在起跑线#! 很多家长在孩子上幼儿园

期间就已经开始筹划$ 学拼音%学英语%学

钢琴&&'牛娃(们的简历个个光鲜亮丽$

但是!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中!'牛娃#们真的

都可以笑到最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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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牛娃"!普娃"的!配置表"里%我们读到

的是家长的情绪# 袁校长怎样看这种现象&

袁晓峰!这种急于求成的家长一直都有，近几年
似乎越来越多。七八年前，也是小学招生的时节，有
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我们学校，开口就问：“我的孩
子能否跳级，直接读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想要让
孩子跳级？他说，因为孩子在家里已经把一二年级的
课本都读完了。我带他去校园里看宣传栏里贴的照
片，那些照片记录的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参加运动会
等各种活动。我告诉这个家长，孩子在学校学习不只
是读几本课本，他们在学校里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
学习和其他的孩子相处……这位家长放弃了让孩子
跳级的念头。这个孩子后来发展得非常好。

主持人!现在%小幼衔接被提得越来越多%家长

唯恐自己的孩子上小学后不能快速适应学习节奏%

希望早早地让孩子进入学习状态# 作为一位小学名

校长%您觉得孩子在学龄前需要的是什么&

袁晓峰!现在好多家长看不得孩子玩。其实，孩
子在学龄前，最需要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要
让孩子去疯玩，心理成长需要空间，疯玩对于孩子的
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心理成长越饱满，今后走的路才
越远。
上周，我又听到一个小学的班长自杀，很多孩子

心理脆弱，会有动不动自杀的极端举动，当悲剧发
生，我们回过头去看会发现，这些孩子往往都是家长
眼中成绩很好的“乖小孩”。早早地就被家长送去各
种学习班，从小没有什么玩的时间。许多家长为了满
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家孩子钢琴考了几级，认识
多少字，能做多少算术……直到孩子出事了才后悔。

主持人!有没有更多的建议给年轻的爸爸妈妈&

袁晓峰! 希望家长能够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对待
孩子的成长，遵循孩子成长的规律，给他们爱与自
由。我推荐两本书给家长吧。第一本《快点妈妈，等会
爸爸》，书中的那位妈妈永远在催促自己的孩子快一
点，哪怕是去动物园玩的时候，妈妈也在催促快一
点，看完这个动物去看下一个动物。而那个爸爸，总
是很忙碌，孩子每次想跟他说点什么，他总是说“等
一会儿”。终于有一天，孩子离家出走了……第二本
书是《安的种子》。每个孩子都是千年莲花的种子，春
天种下，夏天才盛开。你是否看到它的珍贵，并愿意
尊重它原来的样子，郑重地给出等待？

! ! ! !主持人!李洋的儿子今年

!月就要上小学#平时会和朋

友聊起孩子上学的话题吗&会

送孩子去参加一些课外的学

习班吗&

李洋!关于孩子在学龄前
到底要学多少东西，永远是妈
妈们热议的话题。我们家儿子
不是“牛娃”，我们从来没有送
他去上课外兴趣班。在这件事
情上，我和老公做过一次深入
的讨论———我们希望孩子成
为怎样的人，对孩子来说，哪
些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答案
是，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善
良、正直，懂得感恩。

我为儿子选择幼儿园的
时候，专门研究过幼儿园的课
程设置，儿子在幼儿园里学到
的东西，已经可以涵盖各个方
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参加课
外学习班。至于很多孩子都会
学的钢琴，我和老公的观点都
是，除非孩子自己非常有兴
趣———不是好奇，是真的有兴
趣，否则，没必要学。当然，我们
这样做也是承受了不小的压
力的。双方老人经常会表示他

们的担忧，希望我们送孩子出
去多学一些东西。身边很多朋
友的孩子也都要上学了，他们
不会像我们这样“非主流”。有
时候听其他人讲得多了，也会
有点纠结，只是，我更希望孩
子将来长大回忆童年的时候，
有很多快乐玩耍的记忆。

主持人!离孩子正式成为

小学生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

间# 这段时间%孩子的作息怎

么样&会为他上学做一些提前

的准备吗&

李洋! 白天孩子在幼儿
园，下午外婆把他接回家之后，
会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休
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有半
个小时的时间要“做作业”。作
业的内容是在语文、数学等 "

大块内容中让他自己任意选
三个，等他自己觉得做完了，满
意了，就可以。这个安排主要
是想帮助他培养一个做作业
的习惯。晚饭后到睡觉前的时
间，我们会陪他一起玩，或者一
起阅读。周末，会去公园，或者
去看望爷爷奶奶等等。孩子可
以提出自己想要的安排。

! ! ! !主持人!#$%& 是两个孩

子的妈妈%现居加拿大# 她的

大儿子是在国内接受的基础

教育%小女儿目前在国外上幼

儿园#儿子进入小学的时候是

处于什么水平线&

#$%&! 儿子豆豆是在国
内上的小学和初中，上小学之
前，他大约认得 '(((字，拼音
没有教过，数学更是没有学
过。认字是他奶奶坚持的。我
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不是个很
有天赋的孩子，也不是很聪
明。他心地善良，很柔软，你给
他压力，他不会反抗的，正因
如此，我不想逼他做过多的事
情。唯一相信的就是：带他找
对方向，陪他坚持到底。
我和他爸都是那种“相信

自己”的人，只要自己做得好，
不用和别人比，我们也没有和
老师聊过孩子几乎“零起点”
的状况，是否会和其他孩子有
差距。事实上，豆豆在小学一
直很优秀。四期的大队长他当
了三期，学习成绩基本保持在
前 )名。小学期间从不上任何
辅导班，坚持一个原则：上课
专心听讲。老师曾跟我说，豆
豆上课总是能做到“跟着老师
走”，随时都会有反应，看他的
眼神就知道，所以回答问题，
做当堂的作业都特别快。我当
时觉得能做到这样就很好了，
不用再给加量加压了。

主持人! 上小学之前%你

觉得培养孩子哪些能力比较

重要&

#$%&! 我比较赞同早早
地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培养良

好的习惯和能力，而不是局限
在“学习”方面。国外的孩子有
大量的时间玩耍、运动，很多
在中国家长眼中“无所事事”
的状态，其实是很生动的学
习。举个例子：我女儿小艾 *

岁，在加拿大上幼儿园，冬天
很冷，穿的衣服很厚很多，但
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学会自
己穿了。我见过一回他们从
外面活动回来，老师先让小
朋友们都站在自己的衣柜
前，然后说：现在大家都把手
套、帽子、围巾取下来，放好，
然后拉开衣服拉链（如果小
朋友有困难，老师会帮忙），
把衣服脱了；再脱靴子；最后
脱雪裤；再从鞋篮里把自己
室内的鞋子找到穿上。这个
过程里其实有很多学问呢：
顺序、动手能力、自己克服困
难的能力、向他人求助的能
力、放置有序的能力。这些
不是我们学习生涯中最基
本的能力吗？看着那些三岁
多的小不点儿，最终都学会
自己穿、脱雪衣雪裤，还能够
自己整齐放好，真是佩服老
师，关键是大家如同做游戏，
都学得很开心，这不是“学习”
的真谛吗？

大儿子豆豆当年上学前
学认字是一个枯燥的过程，我
没有照搬在女儿小艾身上了。
但小艾的幼儿园有个方法挺
好的，每天有个 +,--./01，图
文并茂，贴在门口，每个孩子
进出，老师会让他们念，孩子
在游戏的过程中认识了不少
单词。

过早让孩子竞争
是对其童年和一生的伤害!

疯玩可能让孩子心灵
拥有更充分的成长空间"

“非主流”妈妈希望
留给孩子玩耍的童年记忆#

培养综合能力
不局限于“学习”$

结束语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求学之路是这场比赛的起点%那

么%大多数人都不难理解(((起跑时一小步的领先%并不足以影响

结果#当视野打开到整个人生的宽度%或许%为人父母的你%不会再

那么急切地想着把孩子在学龄前打造成!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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