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个数据和分析，我个人认为爸爸与妈妈

焦虑的点不同，很难说谁比谁更焦虑。妈妈焦虑的

点多在孩子的健康、日常生活、社交等方面，爸爸

焦虑的点多在孩子的品格、学业、未来发展等方面。

之所以爸爸在有些方面更焦虑，也许与传统的父权

意识有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制观念中，父

亲在家中往往拥有更高的权威性；对家庭成员，尤

其是孩子的行为控制倾向也普遍更高。父亲更有可

能将孩子的成功与否直接关联到他们作为父亲的责

任和社会地位。然而，随着孩子日益独立，和家长

在观念和行为上出现冲突，剧烈的失控感也有可能

进而加剧父亲的焦虑感，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亲子专家陈默曾说，现代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

就是焦虑。中国父母的育儿焦虑，是从何而起？《中

国青年报》曾做过一期调查，67.0%的受访者归因于

攀比心理重，64.1%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家长对孩子

要求太高。但我们深究之后会发现，无论是攀比心

理还是要求高，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宏观的原因

是家长被世俗的成功学裹挟，在“考不上好小学 =

考不上好大学= 找不到好工作=人生失败”这样一

个狭隘而荒谬的逻辑链条中盲目焦虑。而有这样错

误的养育观念，伴随孩子成长的一定是一个焦虑不

堪的家长。家长有多焦虑，孩子就有多大的压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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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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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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放下焦虑？先走出这条逻辑链条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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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
爸爸和妈妈谁更焦虑？#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家庭教育·专栏

原始人“鸡”娃，比现代人还狠？

1新学期开学当天，一档新节目《奇“喵”

博物馆》，在朋友圈刷屏并引发热议。引

起广泛关注的这期节目，关于一场少年全能之星

的评选，发生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

湖南常德汤家岗。

看过射箭仿若后羿转世、跑步堪比刘翔前世、

“女版哈利·波特”这几个牛娃，你会发现，原

来原始社会的家长鸡娃，比咱现代人还要狠。

不信？且看牛娃们的履历——

“转世后羿”师承汤家岗第一神射手，骑射、

盲射、花样射箭玩得贼溜；2岁参加野外生存训

练营，精通击石、钻木等七七四十九种取火方式。

 “刘翔前世”6 个月上跑步早教班，1岁

半接受短跑、长跑、马拉松训练；2岁就上名

医大师班，懂得接骨复位、心肺复苏等一百种

急救方法。

“女版哈利·波特”还在娘肚子里，就语言、

音乐等各种胎教样样不落；2岁半入烹饪名校，

小小年纪就熟练掌握上百种烹饪方法，堪比“厨

神”。

观摩完这些，选拔全程没上场的娃的父母

立马不淡定了，一边冲自己家娃吼：玩泥巴能当

饭吃吗？你看看人家……一边忙不迭规划起了鸡

娃方案。

2我从小就生活在别人家孩子的阴影里。

邻居家姐姐比我大两岁，小学到高中都

跟我同校，还偏偏是个本可以凭颜值、偏要拼才

华的美女学霸。

于是乎，小时候，我妈在我耳边唠叨得最多

的就是：你看人家姐姐……

当然了，我的颜值和成绩也确实技不如人，

于是生生被唠叨得自惭形秽。翻看当年的合影，

能明显看出姐姐总是明艳动人，而我总是一副怯

生生的模样。

好在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自从上了大学、再

到参加工作，我跟姐姐的差距就越来越小了。

不过人多半都会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自己当

妈后，已然忘了当年是怎么被别人家孩子所困扰

的，在女儿山山上小学时，也会忍不住让她看班

上的谁谁谁。

好在女儿从小被我和先生当作朋友平等看

待，可不像我小时候敢怒不敢言。

当我又一次习惯性提及“你看看人家……”，

她二话不说打断了我：我不要跟别人比较，我只

跟我自己比！我愣住了，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当

即决定支持山山。

说来也怪，当我停止把女儿跟别人比较后，

她的成绩越来越好, 人也越来越自信，到小学毕

业时，也成了周围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有了自己和女儿的这番经历，我对其他人怎

么处理“别人家孩子”这个问题格外好奇。巧的

是，春节期间恰好读到我很喜欢的女作家王小柔

的一篇文章。

王小柔被称为“中国最哏儿作家”，用她幽

默风趣的文风，把日子生生过成了段子。在她眼

里，别人家的孩子，那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当别人家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时候，她

儿子却把各种稀奇古怪的爬行动物都招家来了。

眼见家里飞着鹦鹉、跑着蜥蜴，还住着蜘蛛、

乌龟和角蛙，真成热带雨林了。

让王小柔头疼的是，当别人家孩子都在紧

锣密鼓复习，削尖了脑袋要在考试时一枝独秀的

时候 , 她儿子正蹲在地上，忙着往南美角蛙身

上淋水 ,一边淋一边给妈普及知识：角蛙一沾水

就会变绿。冷不丁，还会出题考他妈：您知道怎

么判断角蛙的公母吗？全然不顾想让他多做张卷

子的妈妈的感受。

一番斗智斗勇下来，当妈的急得直揪自己的

头发，儿子却气定神闲用手指头轻轻揪起角蛙的

后腿儿，揭晓答案：您看，脚上有婚垫的, 就是

公的。

当妈的搞不懂，儿子写完的作业都能忘在桌

子上，到学校被批评、挨罚,喂角蛙却怎么从不

含糊？还变着法儿改善伙食，生生把角蛙喂成了

一个大胖子。

于是，当在别人家孩子都在上课外小班的时

候，她儿子却指挥着“绿胖子”在木地板上蹦跶，

说是锻炼肌肉群。不在瓷砖地上练，是因为太凉，

怕拉肚子。

当妈的只能惆怅地看着眼前儿子的“驯兽表

演”，瞅准机会递过去几张自己帮抄的错题：你

训练它干吗？它又不参加考试。把这些题赶紧做

了！

儿子直接跟妈讲起了条件：那我做完，您能

在网上给它买点儿日本钙粉吗？当妈的简直哭笑

不得。心想：我这都还没补钙呢，这角蛙就到

更年期了吗？

再瞅着自家阳台上，儿子动手制作的各种给

蜥蜴、蜘蛛、乌龟、蛤蟆住的房子发愁：这做

得再好，也都不算才艺呀！

 

3所以你看，王小柔这儿子，跟《奇“喵”

博物馆》里，那个别人家孩子展示才艺

时躲一边专注玩泥巴的小男孩，是不是有得一

拼？

但也恰恰是这个玩泥巴的小男孩，最终凭借

自己的陶塑作品“八角星纹白陶盘”，从一众牛娃

中脱颖而出，受到首领的青睐。

世上本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个孩子的

兴趣爱好、所擅长的领域都不相同。我们确实

没有必要拿别人家孩子的长处，来比自己家孩子

的短处。

就像节目中喵长老说的那样：作为父母，最

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热爱，并将这个热

爱不断发扬光大。因为最终只有热爱，方能抵岁

月漫长。

些年，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家庭不

合理的教养方式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么，父母该如何摆脱焦虑？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父母提升认知，放宽成功的标尺，尝试多个角度

看待孩子的发展。正如长沙市雅礼中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王旭在今年参加全国两会时接受采访时所说：

“孩子没有差距，只有差异，让喜欢射箭的孩子射箭，

让喜欢下棋的孩子下棋，尊重差异、相信孩子，激

发每一个孩子的天赋、潜能和梦想，才能鼓舞每一

个孩子的希望。”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功，但拥有

“火花”的孩子一定会闪闪发光。父母最应该为孩子

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孩子找到热情和兴趣所在，然

后鼓励他全力以赴，并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

致。要相信，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

据澎湃新闻：近日发布的《家

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

养育环境报告》通过数据收集和

分析提出，中国家长在认知上符

合现代教育理念，但在情绪与行

为上无法跟上，呈现“知行不一”，

焦虑问题在爸爸中更为普遍（爸

爸：70%；妈妈：55%）；男孩家

长更为焦虑（男孩家长：64%；女

孩家长：55%）。背后的原因是爸

爸对孩子的控制欲要显著强于母

亲，不仅希望能够掌控孩子的教

育方向，也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

的期望发展。但是，许多爸爸在

孩子的日常教育和沟通中常常“缺

位”。当期望与孩子的现实表现差

距过大时，爸爸会感受到更大的

压力和焦虑。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