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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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女报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聚焦网络热点

亲子教育话题，特邀

亲子教育专家细致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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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亲子教育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为何部分高中生便秘已成日常#
高考将近，近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高考生便秘的报道冲

上微博热搜。据报道，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庄羽骁等

医生曾于2019 年对上海崇明区18 岁以下在读中学生进行功

能性便秘的筛查与调查，“参与调查的 4969 名学生中，患有

功能性便秘的学生有 693 例，患病率为 13.95%”。值得一提

的是，调查还发现，高中组中临近毕业组的学生患有功能性便

秘的概率高于非临近毕业组，示范性高中组患病率高于普通高

中组，也就是说，中学生功能性便秘的发生与学业负担呈正相

关。许多家长看到这个新闻都不淡定了，当中学生遭遇便秘，

家长该如何助力 ?

看黄圣依母女相处，找到母女关系治愈密码
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名        解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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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道确实挺让人五味杂陈的，

多重压力之下，孩子们拉屎竟然都成

了大难题了！作为过来人，我们知道便

秘不是小事：首先，孩子身体会抗议，

腹胀腹痛、食欲下降，甚至免疫力降

低；另外，孩子因憋便迟到被罚站，

因便秘请假丢脸，孩子可能变得自

卑、厌学，造成心理创伤；更别说

让痔疮、肛裂、肠道病变等这些本不

该属于青春期的词汇，成为孩子们的

“隐形伤疤”了。如果教育内卷的大环

境我们一时没办法改变，那么，作为

家长，我们能做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是要摒弃那些“考

上好大学就一定有好工作”的传统观

念，守住“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比

什么都重要”的认知底线。所有的教育

最终指向都是自我教育，多重要的考试，

再好的学校，都不是教育的目的，而

只是手段和途径。没有哪一所大学能

必然地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幸福和成就，

唯有身心健康未来才有无限可能。

其次，拒绝把升学率当作最高目

标的学校。不要盲目迷信应试绩优的

名校，优先选择校园生活丰富，偏重

素质教育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更关注

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单一的成绩提

升。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才有更多

的机会参与课外活动，释放学习压力，

同时也能培养兴趣爱好，促进身心健

康。

同时，家长要多与孩子沟通，了解

他们的压力来源，及时给予帮助和支

持。鼓励孩子进行适度的运动，如跑步、

游泳等，以缓解学习压力，促进身体

健康。关注孩子的饮食习惯，鼓励他

们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腻和辛辣食

品，以预防便秘等健康问题。

最后，我想说，当我们在升学的

数字竞赛中狂飙突进时，不应忘记：

每个孩子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需要

被温柔对待的消化系统。课间十分钟

的厕所排队战，看似是微不足道的生

活细节，实则是检验教育是否真正“以

生为本”的试金石。教育的本质，是

让每个生命都能舒展生长。毕竟，一

个能够从容排便的少年，才能拥有拥

抱世界的底气。

文 / 陈征宇

随着芒果台的母女关系代际观察节目《是

女儿是妈妈》第二季的热播，人们通过这档节

目，看到四对母女关系的不同呈现——

程潇因少小离家，与妈妈显得陌生而疏

离；李嘉格与妈妈时刻剑拔弩张，典型的相

爱相杀；黄圣依的妈妈特别强势；奥运冠军

陈梦则畏惧妈妈的严厉。

围绕这四对不同的母女，网民们有着不同

的热议。而我最关注黄圣依母女的相处日常，

因为在黄圣依妈妈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妈妈的影子。

1我的妈妈与黄圣依妈妈都很优秀，按黄圣依

的话来讲，是那个年代很多人仰望的对象，

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几乎把能

拿的荣誉都拿到了。

黄圣依在节目中，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自己的

妈妈：永远上进的邓传理。她介绍妈妈就像她

的名字一样，不管工作还是生活，都在致力于传

播真理。

据黄圣依介绍，她妈妈作为《新民晚报》的

编辑、记者，退休后，依然会每天雷打不动地

早上写毛笔字，下午看书、弹钢琴，生活中双语

对话是标配。

黄圣依坦言，自己在一个综艺节目中读的《博

弈论》，是从妈妈的书架上顺来的，称妈妈的书

柜里，藏着自己叹为观止的人生边界。

她还透露，妈妈为了这次旅行，靠健康饮食、

合理锻炼，半个月瘦了8斤，请大家使劲地夸

她妈妈这份热爱美、践行美的决心。

巧的是，我的妈妈也非常热衷于在工作和生

活中讲授人生哲理。退休后，她每天雷打不动创

作朋友圈，日均千字，几年下来，已累积了数十

万字的心得体会。

我也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到过，我爸妈

家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不仅书柜满满当当，家里

到处都摆着书，这些精神食粮，也曾是我童年

的欢乐源泉。

2我妈妈与黄圣依妈妈同样要强，对身边人要

求也都非常高。就像黄圣依说的，妈妈一笔

一划构建了女儿的人生方向，像人生指南针，一

直告诉女儿要往哪里走。

通过节目，我们知晓：读大学前，黄圣依

的决定都是妈妈做的。面对导演“黄圣依接受

吗”的疑问，妈妈掷地有声：她不接受也得接受，

决定权在我。

那一刻，我直接看到了我的妈妈。因为我小

时候，也必须无条件服从我妈妈。她们就像那

个年代大多数父母一样，认为我生了你，你就得

听我的话。

但就像黄圣依说的：女儿也想要掌握自己人

生的方向盘。于是高考时，虽然妈妈都为我们规

划了今后的人生，但我们都没有按照妈妈规划的

路线来——

黄圣依瞒着妈妈，偷偷报考了北京电影

学院 , 日后成了明星 , 一举一动都成为大众的

谈资，与妈妈希望她过的平平淡淡的生活完

全背道而驰。

我则说服妈妈，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后做了电视人。但当年，妈妈最想我考的是外国

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因为想要弥补她自己英语不

好的遗憾。

现在想来，黄圣依妈妈之所以不愿意女儿

走演艺这条路，大概率是觉得在自己和家庭现有

的资源中，没有相应配套的资源能给女儿，担心

女儿太辛苦。

你看，节目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通过观察

几对母女间相处的点点滴滴，乃至细枝末节，去

思考、去反省我们自身的母女关系。

这种在心理学上叫做“替代学习”或者“观

察学习”的方式，对于我们换个角度和方式，

去处理与自己身边人的亲密关系，无疑是有

帮助的。

3黄圣依和妈妈的母女关系就是很多传统家

庭的真实写照，妈妈总拿着“为你好”的理

由安排一切，女儿又想不顾一切去追逐理想。

但我想，每个人的性格成因，背后都打上了

深深的时代烙印。我妈妈和黄圣依妈妈年纪差

不多，她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女孩如果不要强、

不拼命，是很难做出成绩的。但当女儿也成为了

妈妈之后，换位思考就能明白妈妈当年的选择。

虽然代际冲突和交锋无可避免，但冲突

与交锋一定是以爱为名，因为每一次冲突可

能都在重塑亲情的形态。正如网友感慨：“我

们讨厌被控制，却又在母亲转身时看见她鬓

角的白发。”

或许真正的和解不在于观念统一，而是学

会在刺痛中读懂那些说不出口的爱。比如黄圣

依母女就是否要请家政阿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妈妈邓传理坚决反对有人干扰自己的生活，用双

语对女儿的每一条建议提出反驳，黄圣依基本

插不上话。但当黄圣依母亲最终默许家政工进

门的那一刻，何尝不是万千中国父母艰难退让的

缩影？这微小的一步，已是跨越鸿沟的开始。

有人说，父母子女最好的关系不是风筝，

而是望远镜。当孩子长大，本该就有他自己的飞

翔方向，父母能做的或许只有在可以掌控风筝线

的年龄里教会他们如何飞翔。

而我们也只有不断地去学习和成长，才能够

去探寻我们与妈妈、与女儿之间最舒服的相处

之道。要记住的是，我们是女儿是妈妈，但首

先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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