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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人，作家、

心 理 治 疗 师。“ 我

是愿意和孩子一起

成长、勇敢在孩子

面前承认自己不足

的职场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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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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黄磊女儿黄多多用英文表演电影桥段

竞选电影社社长的视频又上热搜了。这个十几岁

的小女孩每次都因为过于优秀而频频被人瞩目，

也一次次引发大家对黄磊育儿方法的讨论。黄多

多从小上的是国际学校，父母对她的兴趣爱好完

全不计成本地投入培养，她无疑是被“富养”长

大的孩子。“孩子到底应该穷养还是富养”，一直

以来都是比较有争论性的话题。最常听到的说法

是儿子应该要穷养，女儿应该要富养，因为穷养，

男孩才知道拼搏；富养，女孩才不会一味追求物

质。这个观念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的观点是，无论穷养还是富养都不应

该跟孩子的性别挂钩。教养孩子不要区分性

别是我一贯的观点。那么，穷养和富养，到

底哪个方法有道理呢？我觉得，家长们对富养

和穷养的理解，首先不能停留在这个字眼的表

面。有的家长因为信奉富养的孩子更有见识，

本来家庭没那个条件，也要勒紧裤腰带，省

出钱来，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的物质生活得

到满足。另外一些条件好的家庭，为了不让

孩子养成骄奢的习惯，刻意回避家里的财富，

让孩子过普通甚至艰苦的家庭生活。我觉得

这都是片面狭隘理解了富养和穷养这个概念。

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穷养和富养绝对

不仅仅是由给予的物质所决定的。条件有限

的家庭如果足够重视孩子的品格修养和兴趣

发展，也可出培养出优秀孩子。反之，孩子成

长在富裕的家庭却缺少管教和引导，长大后成

为纨绔子弟的也不少见。可见，无论穷养还

是富养，都不是教育好孩子的关键。那教育

孩子的关键是什么？

我认为，教育出优秀孩子的关键在于

精神上的富养。那么，怎样才算是精神上

的“富养”呢？

物质上量力而为，根据自己的家庭经

济条件养育孩子。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充分

的爱和陪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尊重

每个孩子不同的需求和个性；在他们真正

认为需要帮助的地方提供帮助，而不是仅

仅局限于“物质”或者“精神”单一的方面。

多带孩子多见世面，这里说的见世面不仅

仅指的是出去旅游，而是说，让孩子在相

应的年龄段对世界有更好的体验和认知。

比如城市里的孩子，可以去农村感受

生活的不易；农村的孩子来城市长长见识。

通过体验不同的生活，给予孩子正确的三

观教育。这方面，郭晶晶和霍启刚就做得

很好，虽然是顶级富豪，夫妻俩还带孩子

到农村体验插秧，让孩子感受劳作的辛苦，

这就是一种对孩子的精神“富养”。

所以，不管家庭经济贫富如何，应该

给予孩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投入。从小培

养他们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富无可荣，

贫非可耻。富不骄，贫不卑。”而不是在富

养和穷养上面去抠字眼、较高下。对孩子

的教育最有价值的，永远都是爱和智慧的

赋予，这些赋予无关贫富，无关学识，无

关出身，却昂贵得难以估量。

培育优秀孩子的关键在于精神富养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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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多多英文竞选视频登热搜 #

孩子应该要穷养还是富养？

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颁奖盛

典》在央视一套播出，郴州瑶族女孩江梦南当选

2021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她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你觉得，你和我们一样，我们觉得，是的，但你又

那么不同寻常。从无声里突围，你心中有嘹亮的号角。

新时代里，你有更坚定的方向。先飞的鸟，一定想

飞得更远。迟开的你，也鲜花般怒放。”是的，这

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女孩太不同寻常了。

1父母的一个决定让生命里的磨难转了向
1992年，一个女婴在湖南郴州宜章县的一户教

师家庭呱呱坠地，给莽山民族中学教师赵长军和江

文革夫妇带来了无限惊喜。饱读诗书的父母希望她

如梦里江南般美好，给了她如诗如画般的名字——

江梦南。然而这幅满怀希冀的画卷尚未舒展就开始

了磨难。

才六个月大的时候，江梦南患了肺炎，使用的药

物治好了肺部的感染，却破坏了耳朵对声音的感受

和神经冲动传递，医学上这被称为神经性耳聋，而

且是重度的、双侧的、无法逆转的！

不愿意接受事实的父母带着襁褓中的她辗转

长沙、北京等医院寻医问药，祈求一丝治疗的机会，

得到的却是满怀惋惜的劝告：不要再奔波了，让孩

子早点去学手语，将来可以上特殊教育学校。

父母虽然伤心欲绝却并没有放弃，他们给自己

打气：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得学会去接受、学会

面对，同时做出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

教江梦南学习发音和唇语，而不是手语，这样

女儿就可以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学，更好地融入社会。

现在来看， 这是一个无比有远见的决定。正

是这个决定，扭转了江梦南不完美的人生开局，让

她一次次站上新的起点。

“非常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没有放弃我，他们是

全世界最伟大的父母。”江梦南对父母的这个决定

也无比感恩。如今，即将博士毕业的江梦南能够自

如地说话，能够几乎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都是建

立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之上。

2万千次的坚持实现了生命的突围
唇语是靠看别人说话时嘴唇的动作来解读别人

说的话，这是一种很难的技巧，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并付之于大量的练习。

可以预见，学唇语的过程，既不欢快，也不轻松。

江梦南的父母是教师，对唇语一知半解。

但这对父母又展现出了不一般的魄力和勇气。

为了让江梦南全面系统地学好唇语，1994 年，

妈妈江文革带着江梦南来到了湖南省聋儿康复中心，

自费参加特教老师培训。

因此，江文革获得了宜章县首例特教教师资格

证书——“聋儿听觉言语康复师”资格证书。

他们还找来了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以及聋儿

康复方面的书进行学习。

从此以后，江梦南家里多了一面大镜子，父母每

天抱着她对着镜子说话，让她一边看着他们的口型，

一边把稚嫩的小手放在他们的喉咙上，感受音节发

声时声带的震动。

汉字音节那么多啊，他们不厌其烦，一个一个

地教，每个音节都要教成千上万遍。

“如果一个音重复一千次学会了，那已经算非常

快了。”江梦南回忆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

为了训练江梦南的舌头灵活性以便发更复杂的

音，父母让她学吹泡泡糖。一岁多时，江梦南就能吹

出各种花样的泡泡来。实际上，唇语并不是一劳永

逸的，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唇语方式。每当认识一个

新的朋友时，江梦南总是需要几天的时间来熟悉对方

的口型，然后才能较快地明白对方要表达的意思。

日复一日的练习，永不放弃的坚持，江梦南不仅

能“听”懂普通话，还能“听”懂当地的方言。她

实现了从无声世界的第一次突围。

3不设限的人生一路开挂
1998 年，江梦南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但一直

到1999 年秋季，学校才委婉表示只能暂时将她列

为旁听生。旁听就旁听吧，能够进入普通学校上学

就是成功。

在课堂上，江梦南是那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学

生；回到家里，赵长军和江文革夫妻预料到了她的

困难，教她看老师板书的技巧、训练她自主学习的

习惯，这样她能够更好地消化知识，把握学习的节奏。

江梦南的颁奖词里提到的“先飞的鸟”大概就

是指的这里吧。

一直到四年级，江梦南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学校确定她的确具备了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习能力，

才终于为她注册了正式学籍。两年后，江梦南以全

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郴州市六中。

要开始住校生活了，父母哪里放得下心，但倔

强的江梦南却说，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待在你们身边，

正是因为自身情况特殊，才更想早一点去适应社会。

江梦南听不见手机闹铃，她也不愿意麻烦其他

同学，于是想了个办法：晚上睡觉之前把手机闹钟

调成振动，一整个晚上都抓在手里。

在这样坚定的信念的支撑下，江梦南独立生活

的能力伴随着她的学业一路成长。

2011年，江梦南以615 分的高分考入吉林大学

药学院。

本科毕业后，江梦南继续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

研究生学位。

2018 年，江梦南硕士毕业，紧接着，她走进了

无数中国学子神往的殿堂——清华大学，在生命科

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江梦南一路走来，千磨万砺终得光彩夺目，可

钦可佩，但我们更要看到，她的身后，站着坚定而

不失理智的父母。

面对她的不足，他们镇定直面，不给她贴标签，

也不给她设限，一路呵护鼓励，领着她一次一次激

起与命运抗争的涟漪，勇往直前。

此时，她光芒万丈，感动了中国，她值得，他们

更值得！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震撼人心！为什么说江梦南的奇迹背后是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