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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剑桥博士“洋爸爸”在长沙如何当家长

“Walter 是我的大 儿子，

今年 11 岁，Emily 是我女儿，

今年 10 岁，还有一个小儿子

Edmund， 今 年 9 岁了。”11

月 4 日，在湖南师范大学外

国语 学院， 大 卫·波特 博

士打开手机相册，开心地介

绍他的三个孩子给今日女报

/ 凤网认识。 

大卫·波特博士是加拿

大人，因为热爱中国文化，

6 年前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

到中国，在上海居住了一段

时 间 后，2020 年 来 到了湖

南师范大学任教。

安居长沙后，他把已到

入学年龄的大儿子和女儿分

别送到了长沙的公立小学和

幼儿园。

对于为什么没有考虑国

际学校，大卫·波特说：“我

觉得在普通学校更有机会

让孩子们交到中国同学，我

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学习中国

文化，这也是我来中国的初

衷。”此外，中国课程的难

度让他觉得，儿子在这里的

收获将更大。

不过，大卫·波特也坦

言，因为小女儿性格比较内

向，模样也与众不同——棕

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绿眼睛，

刚入园时也有过被中国小朋

友孤 立和“欺负”的经 历。

大儿子就顺利一些，他性格

开朗，入读湖南师大附小后，

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了一片。

大卫·波特介绍，儿子

刚入学时，因为语言问题，

最难学的还是语文，因此他

们给儿子请了一个中文老师

家教。最好学的是数学，基

本没有什么障碍。

在中国做家长，大卫·

波特和其他家长一样，都需

要完成老师布置的打卡、作

业签字等任务，不过，大卫

·波特觉得并不“麻烦”。而

且 对于儿子在小 学的作业

量，他觉得“能接受”。

大卫·波特说，他能获

得剑桥博士学位也通过了一

番刻苦的学习，对孩子来说

适度的学业压力是合适的。

孩子们度过四年的小学

“留学生”生活后，大卫·

波特说，现在他们的中文水

平都比他“强”，特别是女儿

还会用中文创作诗歌。但考

虑到需要让孩子们学习本国

的文化，现在大卫·波特把

儿子和女儿接回了家，由他

和妻子担任老师，给孩子们

授课，另外再聘请了中文家

教继续学习中文。大卫·波

特说，对于将来孩子们去哪

升学，他会充分尊重他们的

意愿，可以选择留在中国或

是去其他国家。

一个女人，自己身患疾病，

却还要照顾瘫痪 在床的丈夫，

一照顾就是 20 年。不仅如此，

她同时要照顾的还有卧病在床

的婆婆。

她叫肖加飞，今年 64 岁，郴

州市嘉禾县袁家镇行村村欧家

冲自然村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用 20 年的守护完美诠释人间

真情大爱。

整洁、干练、随和，外加和

年纪不相符的满头白发，这是

肖加飞给人的第一印象。

1981 年，肖加飞经 人介绍

和毛强生走到了一起。从小生

活在铸造之乡的毛强生有着一

手铸造绝活，结婚前就在一家

铸造厂工作。在那个年代，他每

月就有 1000 多块钱的收入。正

因为如此，他们婚后的生活过

得很幸福，并育有两女一子。

天有不测风云。2004 年的

一天，毛强生突发脑溢血，经

过治疗抢救过来了，但已经不能

再从事铸造工作，只能靠去当门

卫挣点微薄的收入。做了两年不

到，他身体却吃不消了，只能回

家静养。2008 年，毛强生病情

加重，除了能听能看，生活已经

完全不能自理。

一家的重担就完全压在了肖

加飞身上。

为了给丈夫治病，之前家里

的存款。为了生活，为了丈夫，

为了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肖加

飞几乎做遍了能打的零工，每

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家中，

给丈夫喂饭、穿衣、按摩、洗脚

……这一切，都成为这 20 年来

肖加飞的生活日常。

这些年来，有人看到肖加飞

实在是太辛苦了，劝她趁还年

轻，可以另行选择属于自己的生

活。对此，肖加飞的回答是：“我

既然嫁给了强生，我就要一辈

子和他在一起，不管多难，我

也不会和他分开。”

什么叫雪上加霜？这个词用

在肖加飞这里虽然很残酷，但

却很实际。

2022 年 3 月，灾 难 再 次 降

临到这个不幸的女人身上，肖

加飞 81 岁的婆婆因老年病严重，

导致双腿浮肿，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

“我婆婆和我公公属于重组

家庭，没有孩子，照顾她的责任

自然是由我承担。”肖加飞没有

因为婆婆年纪大了而嫌弃，对

婆婆十分孝顺，每天为老人端

茶送饭、洗澡换衣、梳头按摩。

2 年时间里，她从未让老人家

吃过一口冷饭剩菜，也未让老

人冻着。

婆婆和肖加飞住的地方只有

5 平方米左右，走进老人的家，

不仅没有丝毫的异味，而且整

个房间是那么干净、整洁，由此

可见肖加飞对婆婆的呵护。

“现在，我也做不了重体力活

了，目前我们一家的经济来源主

要是靠低保和丈夫的残疾人补

贴生活。”高强度的生活压力使

得肖加飞的个人身体也出现了状

况，痛风让肖加飞左边身体根

本就使不上劲。

肖加飞的两个女儿虽然都已

经成家，但家境并不好，儿子

现在还在做学徒，收入不高。为

了不增加孩子们的负担，肖加

飞从来不在儿女面前诉苦，所

有的压力全凭她那瘦弱的身体

扛着。

“敬佩，对于加飞，我的评

价就是这两个字。”邻居毛红兵

说，别看肖加飞家庭状况这样，

但 是只要邻居 们需要帮忙的，

她都会热心帮助，而且从来不会

去要求别人给予她回报。

在和肖加飞交谈期间，笔者

注意到，毛强生非常努力地想

说些什么。虽然说不出来，但从

他眼角流出的泪水，他想说的

应该是 ：“谢谢你，老婆。 ”

好妻子！ 20 年守护诠释人间真情大爱 今日女报 / 凤网通讯员  邓和明 罗柏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当剑桥博士学历的“洋爸爸”成为一名中国小学的普通家长会怎样？也会加入“鸡娃”大军吗？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Dr. 

David Porter（大卫 · 波特博士）四年前和妻子一起来到长沙，还带来了他的三个娃。他没有选择把娃送到国际学校，而是让他们在长沙
普通的公立小学上学，也因此做了四年的长沙小学生家长。“洋爸爸”在长沙的育娃体验如何？一起来听听看。

当了四年的中国小学生家长，大

卫 · 波特教授对于中国的基础教育也

有了很深的体验，他有什么不一样的

看法呢？我们和大卫 · 波特教授进行

了一番对话。

1您的女儿上过长沙的幼儿园 ,
和加拿大比有何不同
我觉得我的女儿在长沙的幼儿园

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老师非常地细心和耐心，

会关照每个孩子的不同

需 求。 在 加 拿 大， 幼

师是非常高薪的工作，

会吸引很多人加入，

但在照顾孩子方面，

并没有做到中国老师

这样细致专业。不过，

对于中国幼儿园的教育

模式我并不赞同的是，他

们会给孩子学习很多文化课程

知识，导致一些孩子跟不上，这会给

孩子增加压力，对于薪资不高的老师

来说，也很累。

2对于中国基础教育，
您有什么体验和看法
   中国的基础教育我觉得可以从

正反两方面来看，好的方面是它非常

完善，各学科知识覆盖得很全面，但

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学生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要学习的科目太多，而且

需要每个孩子每个科目都要合格，甚

至优秀。

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安排也有一

些不公平的地方，以体育而言，所有

“洋爸爸”说长沙小学生作业量“还好”

的 孩 子 都

要 达 成 一

样 的 目 标，

才能顺利地

升 学 或 毕 业，

但有些孩子本身体

质比较弱，却没有不同的

评分体系，我觉得对这类孩子

是不公平的。

3中国人很重视家庭教育
您如何看待家庭教育
我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

现在在中国，我发现大多数孩

子的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放学回来和家长相处时间也比

较少，如果有什么心理方面的

问题，家长不能及时地发现。

所以，我建议家长要多介入孩

子的生活，多关心他，才能发

现他成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要记住家长永远是孩子成

功的助力，家庭是孩子永远的

港湾。

4中国家庭普遍是妈妈带娃，
您怎么看
在中国一般家庭分工是男

主外，女主内，妈妈管教孩子

比较多。这可能是一种传统，

我不想去评判这种传统，但我

觉得这样是不稳定的。我觉得

在家庭里，夫妻关系应该是平

等的，夫妻共同参与育儿或劳

动比较好，比如在我的家里，

妻子做饭，我就会去打扫卫生，

我会给我的孩子做这样一个示

范，告诉孩子们，男人也要承

担家庭劳动的义务。

 （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外国
学院学生郭鑫瑞提供现场翻译）

“洋爸爸”眼里的中国基础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