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后经济”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从经济学角度讲，有需求就有市场。“考

后经济”的出现，其实是消费在某种

特定情况下被抑制后，形成的延后消费，

比如家长们为鼓励孩子努力学习，提前

承诺了各种物质奖励，孩子通过“买买

买”获得“考完解压”的快感等。

对孩子来说，告别高中生活，意

味着他们正式进入人生的另一阶段，

买手机、考驾照、做医美、同学聚会

……这些既是一种消费，也可以看作

是他们走向未来人生的一种“仪式感”。

这种“仪式感”不仅仅是得到物质的

满足，更在于这些“准大学生”在这一

过程中建立自我认可、身份认同和个体

信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长们不

妨尊重孩子，适当地满足孩子合理的消

费需求。

但如果家长没这个能力，而孩子又

提出了超出父母能力的要求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妨如实告诉孩子。高中毕业的

孩子已是成年人，他能分清楚什么事该

做，什么事不该做。家长把现实情况

告诉孩子，会让他们开始思索自己在家

庭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他要扛起的家

庭责任，他也能更明白“爸爸妈妈在能

力范围内给的最好的，就是爱的表达”。

有些家长内心过意不去，觉得没有给

孩子最好的，会内疚。真是大可不必，

做父母学会尽力就好，不要给自己徒加

压力和焦虑，也不要跟孩子哭穷。

但我们也要警惕不良商家利用

考生和家长的心理，变相增加“消

费焦虑”，助长攀比之风。在引导孩

子合理消费的同时，家长可以告诉

孩子，通过外在物质来攀比，本身

就是不健康的，真正的自信也不需

要通过外在物质来表达。其实趁着

假期，家长不妨让孩子体验一下自

己挣钱自己花的辛苦，知道钱来之

不易，也就更珍惜父母的劳动成果。

如果没有安排孩子外出打工，让孩

子负责家庭采购也可以培养他们正

确的消费观。

总而言之，考后狂欢不应该成为家

庭经济的负担。家长和考生都应该保

持清醒的头脑，做到理性消费，量力而

行，过一个轻松、快乐、难忘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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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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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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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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怎么做，才能答好“考后经济”这道题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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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后购物清单“刺中”家长钱包 #

家庭教育·专栏

华春莹履新：外交部唯一“70后”副部长的成长之路
文 / 罗畅

今年 5月，华春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从 2012 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以来，华春

莹“柔中带刚”的语言风格圈粉无数，许多犀

利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广为流传，她也赢得

了“最美外交官”“国民女神”等赞誉。此次履

新，华春莹成为外交部唯一一位“70后”副部长，

也是最年轻的副部长，紧随王海容、傅莹之后，

为外交部第三位女性副部长。

华春莹的优秀并非与生俱来，她的成长经

历独特而励志。

1能学会玩的“多面手”

1970 年的春天，华春莹出生在江苏淮

安县一户干部家庭，这个家庭里有两朵“金花”，

华春莹是姐姐，随母亲姓，妹妹则随父亲姓。

在今天十分流行的冠姓方式，发生在上世纪70

年代的县城，是少之又少的，可见华春莹原生

家庭的家风包容而开明。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潜移默化中，华春

莹从小就爱看书。有同学回忆：我们捉迷藏的

时候，她在看书；我们抓知了的时候，她在

看书；我们玩“地雷”的时候，她在看书。

看书，看书，看书，她总是在看书。

 所以，从小学到高中，华春莹一直是学霸

的存在，尤其是高中三年，她的学习成绩始终

保持在班级前五。

华春莹不仅学习好，还是个活跃分子。小

学时，华春莹是少先队大队长，中学里，她是

团支书，到了高中，她担任学生会主席。学校组

织的活动中，总有她稳重从容的身影，或是组

织策划，或是踊跃参与，并常常捧回大奖，大

家纷纷赞叹她是“舞台的宠儿”。

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高考前夕，喜欢踢足

球的华春莹主动找到老师提出想组织一场足球

对抗赛，来帮助同学放松紧绷的神经。这个想

法毫无疑问地遭到了班主任反对，甚至被劈头

盖脸地痛斥一顿。

没想到，向来乖巧懂事的华春莹没有放弃，

而是在背地里悄悄组织了这场比赛，并出其不

意地将比赛设置为男女对抗，没有上场比赛的

同学则担任啦啦队，保证每位同学都能参与其

中。即使毕业多年，同学们对这场足球赛仍然

津津乐道。

2“自律者自由”

1988 年，华春莹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成功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哪知，刚到高手如云的南大，华春莹就遭

遇了“当头一棒”。由于一直在县城生活和学习，

华春莹极少有机会练习口语，导致英文发音不

标准，与来自金陵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

学一比，差距很明显。

为了补上这块短板，华春莹规定自己每天

六点必须起床，一天读准40 个词汇才能睡觉。

那一段时间，从早到晚，华春莹走到哪都要拿

着她的单词本，走路时读，睡觉前读，连吃饭

时也要拿着本子多看两眼。她不但听英语磁带

和外语广播纠正发音，还主动找外教沟通练习

口语。

不到一年，华春莹已能说一口标准的“伦敦

腔”英语，与外教交流自如。

除了专业上刻苦勤奋，华春莹还努力学习各

种知识。毕业时，她报考外交部，当时的考官

不仅被华春莹过硬的语言能力折服，更赞叹她“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广博学识。由此，华春莹

成为那年外交部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中唯一的女

生。

2000 年，华春莹回到母校江苏淮安中学做

了一次关于“如何树立远大理想”的报告，提到

“自律者自由，而自由源于自我主宰”，意即自律

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民日报每日金句摘抄中提到，自律的人，

都会给自己适度的压力。他们每天都会去做一点

舒适圈以外的、但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以此来

磨砺自己的心性。

自律的人不一定优秀，但优秀的人一定自律。

所有的成功背后，都是漫长的苦熬。

3“中国最不好惹的女人”

上大学时，华春莹有个昵称叫“迎春花”，

正好是她的名字倒序过来的谐音，老师和同学

们也一致说她“安静、温和”。然而，当华春莹

站上外交部蓝厅，面对记者的“刁招”“怪招”“险

招”，她沉着应对，机智风趣而掷地有声。

2016 年 6月，中国南海事件发生后，有外

国记者不怀好意地说：《华尔街日报》说支持中

国的国家只有 8 个，而不是 60 个。

华春莹笑答：“我们知道个别西方媒体有时

会把白的说成黑的，现在才知道，他们居然连

简单的数数和加减也有问题。

无数次经典的交锋，华春莹字字珠玑，寸

土必争，也被外交界称为“中国最不好惹的女人”。 

周恩来总理曾将外交官比作“文装解放

军”，在外交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精准的语

言就是外交官们手里的武器，国家是他们身

后最强大的后盾。

有一次在香港，曾有学生问华春莹：对于一

名外交部发言人来说，什么最重要？

华春莹的答案是：爱国，要忠于自己的祖国。

要非常爱国，才能有力捍卫自己的祖国。

如今的华春莹，不仅是一个人名，更是泱

泱东方大国外交形象的生动体现。

从小小县城走上国际外交舞台，华春莹

走得又稳又远，每一步都是实力与汗水的见

证。未来的样子 , 藏在现在的努力里。生活

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想要变好的人，我们不

一定都如华春莹那般光芒万丈，但每迈出一

步，都是一种超越，持之以恒，终会抵达成

功的彼岸。

如何育儿最科

学？这恐怕是没有标

准答案的问题。不

过，名人的成长经历、

育儿经验或许可以

作为一个参考样本。

我们开设《名“家”

解读》专栏，一起探

寻那些“有名的家庭”

如何开展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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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更多明星成长故事

考后经济，这个词最近很流行。随着中考、高
考结束，毕业生们采买电子产品、旅游……不停的
买买买掀起新一轮的消费浪潮。尤其高考后，家长
忙着为孩子置办上大学的“几件套”，有的动辄名
牌、最新款，支出不少费用。网络上，有一位家长
算了一笔账，从苹果手机、笔记本，到旅行、配眼镜、
看演唱会，高考一结束，孩子花出去的钱不下 7万
元。

孩子还没赚钱，却已经“特别能花钱”，并且花
起钱来“没数”。在上大学“单飞”之前，他们该如
何上好“消费观”这一课？这个问题，不仅问孩子，
也提给家长。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名        解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