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教育的内卷，源于父母的恐惧。

“双减”政策出台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越是报班多的家长，越慌。他们在各种群里吐槽，

觉得一生的“鸡娃”大业，都被这个政策毁了。

他们不知道，国家要保护的，很大一部分就

是他们这拨怨声载道的人。

报班有用吗？短期看，有用。女儿桔子刚刚学

到分数加减法的时候，她的同学已经在课外学完

了分数乘除法。

中期看，没有用。老师讲的知识都没有学过，

桔子听得很认真。那个同学一直在抽屉里折纸，

她对老师讲的不感兴趣，因为她都学过。最后的

期末考试，桔子和同学考了差不多的分数。

长期看，有副作用。

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学校课堂专注力遭到破坏。

我在很久之前就发现，报班多的孩子，上学校的

课普遍不认真，开小差打瞌睡看闲书是常态。孩

子在课外班学了，就不把学校的内容放在眼里了，

学校的课都在应付——这种孩子，最多能撑到初

中就会回到原地——应该是，比原地更不如——

如果没有报班，他至少会认真听讲，一旦依赖课

外班后，这个孩子对学校彻底丧失了敬畏，到了中

学，没有那么多时间外出补课，校内听课习惯又

很糟糕，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我曾经问过两个补课“有瘾”的家长：“外面

那些课，学校早晚会学到，为什么要花钱提前学？

省点钱匀出时间干些别的不好吗？”

一个气吞山河：“不提前学，怎么可能碾压别

人？”另一个谨小慎微：“大家都提前学，我孩子

不学就落后挨打。”

看吧，都是因为恐惧，怕孩子不拔尖，怕孩

子落在人后，于是大家一起违背教育规律和成长

规律，比着赛给孩子吃加餐。

现在国家强制把这些家庭按到原地，新的恐

惧又诞生了，害怕有钱人和教师家庭的孩子抢跑，

各种刺耳的言论不绝于耳。

如今的城市，要寻出一个稍微正常点的有孩

子的家庭，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如果不按

下强制键，未来 N 年，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一个

巨大的疯人院。

2一个朋友最近非常苦恼。她的儿子马上上

初中，不爱学习，每天沉迷电子游戏，她

和丈夫轮流监督他，三个人都到了抑郁的边缘。

我说其实你可以不管这么狠，她说不管他，他会

每天都打游戏，我说那就让他每天都打游戏，她

说那样就会考不上高中，我说那就让他考不上高

中，她说考不上高中就意味着考不上大学，不可以，

他们家怎么也要出个大学生。

你看，她的恐惧就在这里：她怕他考不上高

中，怕他上不了大学。而这，不应该是她的恐惧，

应该是她儿子要面对的恐惧。她承担了他的恐惧，

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匀出时间和精力去打游

戏——反正我的未来有你操心，我才不想那么多，

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的——不只是她的儿子这

么想，很多“鸡娃”过度的家庭里的孩子都这么想。

如果是我，我才懒得害怕。没考上高中不读

大学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孩子能吃苦身心健康，

照样有好的发展。我认识的花店老板、粉店老板

和奶茶店老板，都没读过大学，都把店子开得很

好，每年收入都有几十万，我们楼送快递的小伙子，

每个月能赚一万以上，相对于全家托举鸡飞狗跳

勉强读个名义上的大学，毕业后四顾茫然找不到

工作的虚假繁荣大学生，我更欣赏这种低成本养

育靠自己从底层奋斗出来的扎实和稳健。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为了逼出他的潜力，我会

早早抛出“养你到18 岁”的论调：我生了你我会

尽心尽力养到18 岁，18 岁以后请你自负盈亏。你

要想考大学就好好读书，要不想也可以，去读职高，

学个一技之长，做厨师修汽车擦玻璃送快递干啥

都行，只要18 岁可以赚钱养活自己，妈妈都敬你

是一条好汉。

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摊上我这种铁面无情到

了18 岁就把他往外赶的老妈，他还会把他的未

来寄托到我身上吗？我想大约不会，求生欲会驱使

他打起精神自己拼——一旦尝到自己奋斗的甜头，

他会喜欢那个味道，并且驱赶自己往前去，至此，

家庭养育才算进入良性循环。

3一部分人家的教育困境，是因为父母的恐

惧被儿女挟持。

当父母放下恐惧，不用大量金钱去托举孩子，

不过度期望和保护孩子，这些孩子以最真实的样

貌，被推到真实的命运面前，孩子们不再为父母

学习，精神状态和亲子关系可能都会焕然一新。

曾经，我也感到恐惧。我怕桔子走错路。

桔子收到舞校通知以后。她狂喜，我纠结。

我问自己：真的要让她走这条路吗？相对文化路

线来说，芭蕾舞这条路极狭窄，风险大，成材率

也低，而且进去了就不能回头，如果桔子的文化

成绩很糟糕那就赌一把算了，问题是她的成绩还

不错，如果芭蕾没走出来文化已经错失了机会到

时怎么办……这是一个只有父母才能理解的纠结。

在无数条路里，我们总是试图给孩子指出最

好的那条，可究竟哪条路才是最好，最好的标准

是什么，好路和坏路的区别在哪里，其实我们自

己也茫然无知。

她看到我的纠结，一棒子把我拍醒：“妈妈你

东想西想干什么？！我好不容易才考上，我不可能

不去读！你要是不让我去读，我会怪你一辈子！”

她坚持要去，既然她都不怕，我又怕个啥？我战

胜了我的恐惧，从一个左右摇摆的投机分子，变

成她坚定的队友。她因此有机会，去挑战崭新的

未知。

父母们都在恐惧什么？

怕穷怕病怕死怕孤独，怕养育失败，怕自己孩

子不优秀，怕别人孩子太优秀……无非就是这些

吧。如果始终活在与别人的比较中，或者活在别

人的看法里，这一生是多么浅薄和无趣。

放下这些恐惧，放下与他人的攀比，放下走

捷径占便宜的功利心，更多地关注自身，让孩子

按照他的意愿真实地活着，这是“双减”后的一

种生存法则。

# 单亲家庭父母如何给孩子安全感 #

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在近期的一档《听说很好吃》节目中，演员黄奕

分享了她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和女儿铛铛相处的故事。

她说因为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性格比较内向，缺乏

安全感，不善于与人沟通，在教室里喜欢坐最后一排。

因此，黄奕很心疼孩子，想要更了解孩子，给她更多

的爱。

单亲家庭里父母一方的缺席无疑会对孩子的成长

造成一定影响，父母如何给这些孩子安全感，也引发

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单亲家庭如何带娃更科学？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显示，仅

2019 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有 947.1万对，

而离婚的却有415.4万对，婚姻离结比例

高达43.53%，由女方发起的离婚率更是明

显上升。单亲，成为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

话题，单亲妈妈，也成为家庭养育中不容

忽视的群体。

不可否认，家庭的破裂的确会对孩子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科学调查研究证明，

很多孩子受父母离婚的影响都是短暂的，

他们的接受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远比大人

想象中的要强大。

心理学家 E. 马维斯 · 贺兴顿发现，

很多孩子会经历来自离婚的短期负面效

应，特别是焦虑、愤怒、震惊和不信任感。

但这些反应通常在父母离婚的第二年底

都消失或减弱了，只有少部分孩子的痛

苦会持续更长时间。而一些研究者跟踪

调查父母离异的孩子，直到他们进入青

春期。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这些孩子

和家庭完好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小

的。真正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是伴随着

婚姻解体而至的较少的父母关爱。所以，

如果父母们能把因为离婚过程引起的冲

突限制到一定程度，并尽量少地将其暴

露在子女面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实际

上是微乎其微的。

那么，单亲家长该如何跟孩子相处呢？

我提出三点建议。首先要打造正能量家长

的形象，正向激励孩子。努力工作，好好

生活，追求新恋情。让孩子看到：离婚，

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生依然充满

无限可能。

第二，不要因为离婚而觉得对孩子有

所亏欠而过分关注孩子。有些单亲母亲在

经历情感的失败后，将精神寄托一部分转

移到了孩子身上，或对孩子有更多的管控

和期待，用“打造”孩子来弥补内心的缺

失，或为了“补偿”孩子而给予过多的关注，

这都是非常不科学的。

第三，找到“装满自己杯子”的方法。

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让自己活得健

康、快乐，这样才有精力和热情和孩子相处。

也不要让“爸爸”成为禁忌词。向孩子坦白

你们分开的原因，更能让孩子坦然面对。

总之，单亲家庭是现在非常正常的一

种社会现象，如果处理得好，它并不会影

响孩子健康地成长。

做到这三点，单亲孩子不孤单

“双减”政策下，“鸡娃”大业会被“毁”吗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慧妈简介 >>

长沙人，曾在《黄

金时代》、《年轻人》

和《知音》三家杂

志社 从事 编 辑 工

作 16 年，现居长

沙，自由写作。

汤馨敏

12 2021年8月19日  本版编辑／章清清    美编／熊晓丽
E－mail：zhangqq@fengone.com 生活·亲子

单亲家庭如何带好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