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小升初“掐尖”招生乱象只是国

内教育内卷的一个缩影。究其根本，在于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

入好学校，遇到好老师，拥有好学伴，但

这些优质资源毕竟有限，所以“资源的紧缺”

和“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期盼，就导致家长

产生无尽的“教学焦虑感”。

我们都知道，顶尖的“牛娃”一般不是

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天赋造就。但大多

数的普通牛娃家长，为了名校的光环诱惑，

不放过任何内卷的机会：小学，争上重点；

初中，争进实验班；高中，进奥数班。孩

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得无

影无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曾任高中老师的作家黄灯在她所写的

《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里说：“我在具体的

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

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

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

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

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大家最常忽略的“二本生”，占现有在

校大学生的 90% 左右，总数近 1800 万人。

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你我身边最常见的“普

娃”，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年轻人的样子。有

媒体评论：今天的二本学生，或者说绝大

部分年轻人，有三重特征：第一，缺乏明确

具体的目标；第二， 沉迷手机网络，对社

会现实不太关心；第三，认识到自己成不了

精英后，安于平凡。 

其实这也是今天不少家长头疼的问题，

孩子学习没动力，家长再怎么“鸡”也无济

于事。又怕“鸡”过头了，孩子轻则产生抵

触情绪，重则缺乏自驱力、永远要父母推着

走。

所以，破局之道是什么？于社会而言是

就是彻底纠正“唯分数、唯升学”的考核评

价导向。于父母，是放下焦虑。放手让孩子

去探索广袤世界，不要用狭隘的教育之路，

帮他们打造可确定的人生蓝图。没有人能够

真正确切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未来唯一

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为人父母，真正的育

儿前瞻性，是保持孩子探索未知的勇气和

好奇心。那么哪怕未来面对南墙，孩子也有

勇气翻墙而过，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这才是

真正的“赢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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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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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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梦中情妈”张凤侠的智慧和格局
8 集热播剧《我的阿勒泰》好评如潮，尤其

是剧中的“中年母亲”张凤侠，被众多网友追着喊

“梦中情妈”。《我的阿勒泰》是根据作家李娟的散

文改编，剧中的张凤侠就是李娟以自己母亲为原型

创作的人物，女儿李文秀就是她自己。

李娟笔下的母亲，爱喝酒、说粗话，与传统的

“好妈妈”形象大相径庭，而李娟自己高中没毕业，

在外打工处处碰壁，更没有特殊背景和资源，却

只用了短短几年就实现了作家梦。

这对母女之间是如何相互成就的呢？透过张

凤侠和李文秀的故事或许可以看出一二。

1把不良情绪“挡”在家门之外
在故事的开头，女儿李文秀的出场十分狼

狈：穿着餐厅服务员的制服去听课，得到当面向大

作家提问的机会却不敢起身露面；课没听完就匆

匆忙忙回餐厅干活，见缝插针地写作被同事嘲笑；

后来搞砸了重要接待被辞退，不得不回到阿勒泰，

和母亲张凤侠以及失智的奶奶一起生活。

然而，即使是当全职女儿，李文秀也是一塌

糊涂。在小卖部帮忙，听不懂顾客要买什么，去

要账却连债主的名字都分不清，还被狗追……

看到这儿，大多数父母估计都会为张凤侠捏

把汗：19岁的孩子出落成这副模样，这辈子是不

是没出息了。

张凤侠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女儿灰头土脸地

回来，她没有责骂也没有追问前因后果，只关注到

女儿的脸肿了，问女儿有没有受伤，三言两语就稳

稳接住了李文秀满身的挫败感和不安，也让李文

秀知道，母亲没有用社会价值体系去衡量她、评

价她。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李文秀只有一个身

份——张凤侠的女儿。

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是不少人的奢望。

现实生活中，很多父母都知道要给孩子无条

件的爱，但哪个父母对孩子又能不抱有美好的期

待？当期待和现实出现反差时，如何面对，是对父

母智慧胸怀的考验。

张凤侠无疑接住了这份考验，她的平静和宽

容，不仅让李文秀获得了精神上的放松，也让她

清晰地感受到家与外面的本质区别，这时的李文

秀才真正“回家”了。

 

2与不完美的生活和解
 随着镜头的变换，辽阔而古老的阿勒泰

如画卷般铺开，群山起伏、绿草如荫、牛羊成群，

令人心驰神往，然而，张凤侠一家的生活恰恰与

绝美的风光相反，颠沛流离且一地鸡毛。

一般的电视剧里，有这样生活经历的角色多

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而张凤侠不一样，从头

到尾没有一丝愁容，也不曾有一声怨言，每当遭遇

生活意外，她还能蹦出一些带着哲理的金句。

最经典的一幕就是，有天晚上床塌了一半，

李文秀惊慌失措地喊妈，张凤侠都懒得正眼瞧一

瞧：又不是天塌了，还能影响我睡觉？

张凤侠遇到“渣男”，错付了感情还被坑了一

批货，大家都担心她会伤心崩溃，没想到她只是

洒脱地摆摆手：不就是个男人嘛？有什么大不了。

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把张凤侠的从容淡定呈

现得淋漓尽致。连村主任都感叹：全世界的女人，

你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她了。

这几句话，也像一束光，照亮了人们内心深处

的迷茫。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洪流之下，被生活摁

在地上反复摩擦的人太多了，能够像张凤侠那样

不纠结、不内耗的人少之又少。

《轻松主义》里说：“人生是一场长跑，只有

放轻松，做到轻而不浮，松而不懈，才能跑完全程。”

张凤侠用豁达乐观的心态为李文秀撑起了一

片安定、宽松的心理环境，让她在辽阔的草原上

舒畅自如地生长，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放手是更深沉的爱
 张凤侠琢磨着把小卖部开到更偏远的

夏牧场，李文秀坚决反对，甚至指责张凤侠是

在逃避现实。

张凤侠的反应是一片云淡风轻：虽然我是

你的妈妈，但我也是张凤侠，不想一起过可以

回到城里去住。

意思很明显，是在提醒李文秀已经是一个

成年人了，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于丹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

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

对孩子的爱。

对于放手，很多父母会提出担忧：她还是

个孩子，能应付得了吗？

心理学上有一个“狐狸法则”，说的是森

林里有一对狐狸夫妇的故事。

夫妻夫妇生了5 只小狐狸，在一次觅食中，

狐狸爸爸不慎被捕兽夹困住而死，照顾小狐狸

的任务落到了狐狸妈妈的手上。在小狐狸们尚

且年幼的时候，狐狸妈妈就让它们独自去生活。

即使小狐狸没有觅到食，狐狸妈妈也绝不会伸

出援手，而是只在一旁默默地保护着它们。

令人意外的是，小狐狸们长大之后，不仅

比其他狐狸健康，生存能力也更强。

所以，能不能做到放手，考验的不是孩子，

而是父母。

当然，放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

李文秀去找高晓亮讨公道，两人撕扯起来。

为了保护女儿，张凤侠用猎枪指着高晓亮的脑

袋及时制止了暴行，那股霸气恣肆，给足了李

文秀安全感，也让观众感受到了深厚的母女情

深。

张凤侠对李文秀的爱是深沉的，知道她的

梦想，更懂她的困顿。但她不说教，不施压，

不提要求，而是竭尽全力地保护，默默滋养，

然后静待花开。这样的母亲，谁不羡慕？

8 集的电视剧一个下午就追完了，孩子的

成长却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张凤侠和李文秀的

故事，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总有一些营养

是与现实共通的，值得学习和思考。

今年小升初近在眉睫，教育界暗流涌动。
近期，《焦点访谈》做了期暗访小升初“掐尖招
生”的新闻，全网炸开了锅。所谓“掐尖”招
生，是指某些学校为提高升学率，以笔试、面谈、
评测等方式提前锁定尖子生。这种现象存在已
久，不仅破坏教育生态，还制造教育内卷、加
剧社会焦虑。今年 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
明确提出，坚决整治“掐尖招生”等乱象。然而，
记者暗访发现，“掐尖”招生乱象多、手段隐
蔽。有的学校组织选拔考试，有的学校则参考
杯赛成绩，还有的学校根据学生的简历“掐尖”。
由此看出，在整治“掐尖”招生背景下，违规
操作的“暗渠”不少。为何“掐尖招生”屡禁
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