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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妈简介 >>

一 级 文 学 编

辑， 全 国 广 播 影

视百优理论人才，

湖南电视 40 年大

型 系 列 丛 书《 追

梦》之《锋芒》（上、

下卷）执行主编，

微 信 公 众 号“ 马

栏那个山”主理

人。“一个和女儿

说话像跟闺蜜聊

天的妈妈。”

陈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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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多遍，根据媒体的

报道，“考场外的最美妈妈”叫任红娟，今年

52岁，和丈夫都是朴实的农民，为了增加家庭

收入、改善家庭条件，5 年前，任红娟当了环

卫工人。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

加高考的是小儿子任旭明。任旭明自幼学习刻

苦勤奋，成绩优异，家里有满满一面的奖状墙。

高考结束后，妈妈流着泪迎接儿子，我想可能

是她深知孩子这些年努力奋斗的不容易；孩子

流泪，是他知道妈妈很辛苦，供养他读书不容易。

这对母子在考场外的真情流泪之所以打动了所

有人，我相信，是因为这份朴实的母爱和真挚

的母子情。她虽然只是一个做环卫工作的母亲，

却养育出一个懂得感恩、勤奋努力上进的孩子，

说她是考场外“最美”妈妈的确当之无愧。

在她身上我更看到了自尊之美、自强自立之

美。

环卫工在很多人眼中或许是比较艰苦的职

业，但她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大大方方穿着工

作服去见儿子。可见，这位母亲并不觉得自己的

工作低贱，她尊重自己的劳动，同时也将这种观

念传递给孩子，职业选择是基于现实情况和为

家庭的奋斗，只有通过刻苦学习不断提升学历

和能力，才有机会更自由地做出职业选择。所以，

她的儿子也不为母亲是环卫工而自卑，反而更加

勤奋自强，那一张张奖状就是最好的证明。

意外“红”了以后，面对蜂拥而至的爱心

资助，她全都拒绝了，还表示可以凭借自己的

能力供孩子读大学，更让人看到了这位母亲的

志气和自强自立之美。“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

者不受嗟来之食”，是自古以来对做人气节的称

颂与赞美。这位母亲也许不明白这句话的道理，

但她懂得做人要有尊严、有志气，不轻易接受

别人的捐赠，只有凭自己用汗水换来的钱，花

着才是最安心的，供出的孩子也最值得骄傲。

可见，如何养育好一个孩子，不一定需要

很高的文化、很优越的物质条件，父母勤劳朴实，

脚踏实地的言行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家教。

“最美妈妈”教给儿子的“三美”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考场外的最美妈妈 #

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爸爸”

6月8日，河北保定。高考结束后，一位

环卫工妈妈来到考场外等待自己的儿子。两人

见面后，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妈妈将手中仅

有的一瓶水递给了儿子，两人都不禁流下眼泪。

网友们纷纷感动地评论道：“妈妈穿着朴素的

工作服，却代表了所有平凡母亲真实的一面。

她是考场外最美的妈妈。”这对母子相拥哭泣

一幕刷爆全网之后，有企业表示愿意资助他

们，但妈妈却回应，暂不接受来自社会各方的

资助，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供养儿子上大学。

家庭教育·专栏

1父亲节又至，一起来聊聊两部关于父亲

的电影——一部是 2017年上映的印度电

影《摔跤吧爸爸》，另一部是 2021年上映的国产

电影《了不起的老爸》。

 乍一看，两部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

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都是运动题材电影、都歌

颂了深沉的父爱……

 《摔跤吧爸爸》中，父亲的原型是印度摔

跤手马哈维亚·辛格·珀尕；《了不起的老爸》中，

儿子的原型是获得2018“马拉松年度人物”的

盲跑者何亚君。 

《摔跤吧爸爸》全片围绕着摔跤这一竞技运

动讲故事；《了不起的老爸》则用马拉松长跑比

赛一路推动着情节发展。

虽然有相似之处，两部影片中的父亲形象还

是有所区别。比如两位父亲，一位热烈期盼着女

儿们能女承父业，一位却无比抗拒儿子想要子承

母业。

 想要女承父业，是因为《摔跤吧爸爸》中

的父亲辛格，曾拿到过印度摔跤的最高荣誉。怎

奈摔跤所得无法养家糊口，只得忍痛放弃。此后，

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后代能在国际赛场升起印度国

旗、奏响印度国歌。谁料，一心想要儿子来子承

父业的他，却一连收获了4 个女儿。

 直到女儿同学的父母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痛诉他的两个女儿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打得鼻青脸

肿，辛格这才脑洞大开：拿冠军的不只是儿子，

女儿同样可以。

 从此，他带着两个女儿，走上了一条看上

去不近人情的严苛训练之路。

 十年后，他终于将大女儿培养成了印度历史

上第一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夺得金牌、第一位

入选奥运会的女子运动员，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而不想要子承母业，是因为《了不起的老爸》

中的儿子肖尔东，完美地继承了知名马拉松选手

母亲的长跑天赋，却也同样遗传了母亲的罕见病

基因。

 当妻子因马拉松的高强度训练诱发疾病英

年早逝后，父亲肖大明只能一边默默承受着丧妻

之痛，一边开始了既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因为太清楚儿子的身体状况，他从儿子小

时就开始训练他走盲道、适应盲人的生活，这样

万一将来哪天突然失明，不至于猝不及防、毫无

准备。

 他为儿子量身设计的出路是音乐，规定儿

子盲弹钢琴，并用贝多芬耳聋仍然成为了伟大的

音乐家来鼓励儿子，但他在心里却早已计划好了

“要养儿子两辈子”。

 可因为遗传，儿子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就是

跑步，而且跑得比谁都快，最渴望像妈妈一样成

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没想到，实现梦想最大的

阻力正来自于父亲。

 父亲不想儿子因为高强度的运动重蹈母亲

的覆辙，屡次阻挠儿子参赛，甚至在一场重要的

比赛中藏起了儿子的跑鞋，没想到儿子直接光脚

跑起了马拉松。

 这场比赛不仅让儿子伤了脚，更伤了心，他

的病情也由此加重，视力仅剩下微弱的光感，从

此一蹶不振。

2两部影片诠释了东方式的父爱：含蓄、

内敛，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摔跤吧爸爸》中的父亲，面对全村人的

冷嘲热讽，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让女儿们不做家

务，留寸头、穿T恤短裤，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

不能带女儿进男性摔跤场练习，就想办法自给自

足，在自家田里搭建起一间简易练习棚；没有专

业摔跤垫，就把家里的床垫集中到天台训练对摔。

 他与小贩斤斤计较，以极低的价格为女儿

们买鸡肉增加营养。哪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

舍不得用掉女儿们的奖金，而是像奖状一样细心

装裱收藏起来。

 备战英联邦运动会的关键时刻，父亲选择

放下父女间的冲突，认真研究比赛视频，重新制

定出一套适合大女儿吉塔的战术，最终成就了女

儿，也成就了自己。

 我的女儿山山看这部电影时，和影片中两个

女儿小时候差不多大，也像女儿们一样，对影片

中父亲的魔鬼式训练深恶痛绝，控诉这个父亲是

孩子童年的终结者。

 直到看到影片中14岁就得嫁给陌生人的新

娘子，无比羡慕吉塔和巴比塔有一个愿意让孩子

真正主宰自己未来的爸爸，山山这才明白了这位

父亲的良苦用心。

 而看《了不起的老爸》时，山山已经读高中了，

对影片中总是一厢情愿规划儿子人生的父亲简直

烦透了，也惊讶肖尔东都大二了，居然还不能自己

做一回主。

 我笑她：“你现在终于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像

你一样，从小就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了吧？也终

于体会到，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充分民主的家庭有

多么幸福了吧？ ”

3影片中的父亲肖大明，早期做法虽然有

些让人反感，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你会发现，他霸道、固执、不近人情的背后，其

实是对失去儿子深深的恐惧。

 转折发生在儿子真的几近失明之后，那之

后，父亲终于卸下了自己强硬的伪装。儿子不肯

回家，他就假扮成不能说话的护工赵师傅，寸步

不离，护儿子周全。

为了让儿子振作起来，他拼了老命训练，要

陪儿子一起跑一次马拉松。最终他成功了，儿子

以领先半分钟的成绩跑赢了自己，父子关系也在

奔跑中冰释前嫌。

 这两部关于父亲的竞技题材电影都很励志。

 《摔跤吧爸爸》为印度女性意识的觉醒提

供了充分的人文关怀，让人看到一个看似独断专

行，实际用行动为女儿们争取到命运自主权并赢

得尊严的父亲。

 《了不起的老爸》关注点不在竞技体育的

输赢，强调重在参与。父亲牺牲自己为儿子的付

出贯穿始终，并最终促成了两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和重生。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亲人、朋友、爱人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陪跑员陪伴你一路向前。

而父母陪你跑过的那段路，无疑是最难的，不亚

于马拉松的撞墙期。

 父亲节将至，记得向那个一路为你遮风挡

雨陪跑，却“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人生陪跑员道

一声“节日快乐”吧！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