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少年儿童来讲，看恐怖电影绝非

一件好事。尤其是对 3-6 岁的孩子来说，

更加不宜。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处于“泛

灵期”，这是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

提出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孩子存

在一种心理倾向，会把所有的事物都视

为有生命和有意义，典型的表现是经常

对着洋娃娃说话、怕影子、怕黑、怕闪电、

怕电动玩具等，如果在这个阶段还让他

看恐怖电影，只会加重孩子紧张、恐惧、

不安的心理。此外，幼儿的身体免疫力

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看恐怖片，可能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

容易诱发疾病。所以，如果家长不慎让孩

子接触到了恐怖视频，要及时安抚，正确

教导孩子恐怖片为虚构内容，避免孩子对

其中的内容信以为真。

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来说，负面影响

同样不容忽视，少年儿童的心灵毕竟还很

稚嫩，且缺乏鉴别力，不同的孩子对恐惧

的接受水平也不同。过分暴力、血腥的影

片会对少年儿童的性格产生不良影响，同

时也会对社会的认识产生偏差。经常接触

太多血腥和暴力的东西，会使孩子受到这

类行为的潜移默化，建立错误的价值观，

误以为暴力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行为。孩

子的模仿能力又超强，如果因此发生一些

暴力攻击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家长应主动承担起“了解

电影”的重任，通过电影的简介、评

价及题材类型，判断它是否适合自家

孩子观看。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避免让孩子接触可能引发心理不适的

影片。为孩子挑选适合的影片需要考

虑多个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电影

的内容和价值观、电影的评级和推荐

等。

除了了解电影，家长更需了解孩子。

每个孩子的心智成熟度、承受能力、兴

趣爱好等因素各不相同，即使是同龄孩

子，对待同一部电影的反应也可能大相

径庭。因此，家长在评估影片适宜性时，

应充分考虑孩子的个体差异，尊重并理解

他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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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

寒门难出贵子？两名清华新生揭开的真相
文 / 小清

“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参加奥赛上不了清

北”……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这样的说法，但是真的吗？近日，清华大学公

布 2024 年本科新生大数据，今年清华录取本

科新生中，“普通批”+“提前批”招生占比约

51.8%，也就是说，51.8% 的学生是完全凭借高

考成绩进入清华。其他名校这个比例更高。所

以，事实并不是像某些自媒体说的，人人都要

参加学科竞赛才能考上顶级学校。在今年的清

华新生中有两名来自“寒门”的新生特别耀眼：

一名是在今年清华开学典礼上，代表新生发言

的谌晨鑫，另一名叫李鑫，来自辽宁丹东，父

母均是聋哑人。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寒门贵子”

究竟是如何考入清华的。

 

1坚韧的父爱是他成长的底气
“我来自湖南省的一个小乡村，父母都

是普通的工人农民……”8月15日，清华大学

2024 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一名身着白色

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少年在台上侃侃而谈。他，

就是来自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的谌晨鑫。

谌晨鑫出生在安化农村一个经济非常窘迫

的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据

他自述，家中每年药费上万元。

不过，谌晨鑫回忆，虽然父亲身体不好，

但仍然通过做门窗装修谋生，咬牙为一家人撑

起了一片天。在他的记忆中，从未见父亲睡过

一个完整的午觉，“有时中午刚躺上沙发休息，

下一秒接到电话，便又立马坐起出门”。他也曾

跟随父亲一起外出打工，在高温烈日下高强度

工作，他十几分钟便感到头晕目眩，而他身边

的父亲却坚持劳作，不言不语。谌晨鑫说，“吃

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

教导。父亲勤劳坚韧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谌晨

鑫，也让他从小生出了一种家庭责任感，立志

通过自己的努力奔赴更大的舞台，为家庭承担

更多的责任。

在这样的内驱力下，谌晨鑫从小学习就非

常刻苦努力，再加上聪敏好学，在中学阶段获

得过全国中学生生物竞赛省级二等奖和语文“叶

圣陶杯”省级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他高中就读于安化二中，虽然不是非常有

名的高中学校，可他自己有独特的学习绝招——

“掐表”学习法。

为了更好地分配学习时间，进入高中后，

他购买了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体育计时秒表。

一开始，他只是在做试卷的时候掐表计时，后

来拓展到各种各样的小题练习。再后来，包括

吃饭、跑步的所有事情，只要他感觉对时间消

耗没有数，都会掐表计算，并慢慢进入了掐表

生活的状态里。这样的做法给他带来的好处是

多方面的，通过限时训练提高了做题速度自不

必说，还有效增强了他时间管理的意识，提高

了学习效率。2024 年高考，他以684 分的成绩

被清华大学录取。

  

2“无声的爱”托起了他的明天
另一名“寒门贵子”李鑫，出生在辽宁

丹东一个残疾人家庭。因为父母都是聋哑人，

李鑫从记事起，便跟着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爷爷

奶奶生活，是爷爷奶奶教会了他说话写字。七

岁左右，为了上小学，李鑫回到不常见面的父

母身边。特殊家庭所带来的困扰，在李鑫进入

青春期后爆发出来。进入初中后，李鑫发现自

己开始在意别人的目光，“比如学校开家长会，

我跟我妈用手语交流时，总有人会多看我们两

眼，即便这种目光不带恶意，我也会感到不舒

服”。那时候，李鑫跟父母外出时会刻意避开同

学，他还跟他们商量，能否在外出时不使用手语。

外部的压力也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成绩，初中阶段

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学习成绩在低迷徘徊。

但父母这个时候给了他“无声的爱”。李鑫

说，自己成绩不好时，父母也不会施加压力，

而是说“不要急，慢慢来，着急也没用”。他

将这种心理支持称之为一种“超绝松弛感”。 担

心李鑫介意，父母就尽量少和他出门。

父母的爱和宽容让李鑫开始反思自己的言

行对父母的伤害，经历过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他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找到了指引，从

抗拒到慢慢地学会接受，更生发出了一种向上

的力量。走出心理困境后，他在学业上也迎来

了春天。在初三时，他的成绩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进步，考中了重点高中——丹东市第二中学

的实验班。高中三年，李鑫的学习之路也并不

平坦，这时家人和老师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动

力。最让李鑫感动的是每天早晨妈妈给他做的

早饭，“她用不了闹钟，却能每天早晨五点准时

起来给我做早饭，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

的”。

带着家人给予的空间和自由度，李鑫找到了

“鸡”自己的节奏——高中的前两年李鑫选择

住校，那时他每天最早出门、最晚回寝，甚至“打

饭阿姨都会每天留一碗面给我”。2024 年高考，

他考出了高中三年最好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

经济、金融与管理类专业录取。

 

3  寒门教育的真相
起跑线不同也许并不能决定孩子未来

的成就。

   其实除了谌晨鑫和李鑫，还有更多“寒门出

贵子”的例子。比如，2020 年高考707分的湖

南省文科第一名何润琪，同样出身很普通的家

庭。

从这些“寒门贵子”身上我们或许可以看

到的一些教育的真相：第一出身“寒门”不可怕，

重要的是“寒门”的父母能给予孩子正向的能

量——做积极正向的父母，构建温暖有爱的家

庭，这种能量最能转化为孩子向上的动力——

也就是内驱力。被唤醒了内驱力的孩子，哪怕

他们没有顶级的学习资源和机会，也依然可以

通过努力走向卓越。只是相对来说，他们成长

的路上会更多一些坎坷和障碍。

第二，孩子要想打翻身仗凭的就是一颗上

进的心。谌晨鑫是“掐表学习”，李鑫是高中三

年“最早出门、最晚回寝”。

富有是一种财富，贫穷其实也是一种“财

富”。如果贫穷孕育出了强大的内心，如果贫瘠

的土壤中开出自律之花，那么你更有可能收获

丰硕而甜美的果实。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据报道，近日，某影城收到投诉，有观
众称自家 8 岁小孩在观看电影《异形：夺
命舰》途中受到惊吓，质疑影城放映了儿
童不宜的电影，要求赔偿。这也在网上引
发了家长到底该不该带孩子去影院看恐怖
片的讨论。在北美地区，该系列电影一直
被分类为 R 级，即限制级，“17 岁以下必
须由父母或者监护人陪伴才能观看”。为此，
该片出品方多次在其官方微博上提醒“未
成年观众谨慎选择观影”，官方海报也有同
样的提醒内容。但事实表明，还是有家长
并没有在意这一提醒。

“慧”妈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