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话题已成为整个社会的

烦心事、揪心事。”市人大代表张
秀丽说，教育新政逐渐落地，会给

教育生态带来积极变化，释放升
学焦虑。但更重要的是，要引导重

塑家庭的价值观。“大家十分关心
的小升初民办摇号，从政府的角

度是希望促进教育公平，促进优

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摇号
后，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每个家庭

都需要仔细想想。”
张秀丽说，自己在长期教育

实践中发现，最焦虑的往往是成
绩好的学生家长。“我们学校有名

成绩拔尖的孩子，这学期被班主
任及时发现有情绪问题，孩子压

力很大，甚至说出了‘活着没意
义’这种话。我们发现妈妈过于看

重孩子的成绩，对学习上事无巨

细管得太多。妈妈的焦虑，让孩子
变得更加焦虑。”学校及时与家长

沟通，建议父母调整策略，妈妈同
意让孩子养宠物，每天和孩子读

一本书；爸爸带孩子打篮球、羽毛
球，经过一学期的疏导，孩子的状

态终于“松”了下来。

她认为，不少自媒体公众号
总是营造“不进则退”的过度竞

争氛围，还有很多培训机构的
“超前学习”课程，都容易引发家

长的焦虑。“去年，我们把监管的
重点放在培训机构的资质上，下

一步是不是对他们的课程内容
也应该多管管。教育主管部门需

要发出权威声音，回答家长的
疑惑。”

安定情绪 冷静告别“鸡血文”

公民同招、小升初摇号……对于家有学童的家长而言，在教
育新政下何去何从，让一些年轻的“老母亲”非常焦虑。

在上海两会会场上，提到教育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箩筐
的话要说，纷纷为这些“老母亲”支招。

拿什么减轻“老母亲”的焦虑？
代表热议教育新政后可能带来的新变化，并为家长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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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刚放假，一则“你放假还是

我放假”的视频就在网上迅速走红。
一个孩子在视频中大声“斥责”中午

11时还在蒙头大睡的妈妈，“我功课
做完了、卫生打扫完了、饭也做好

了。你到这个时候还不起床，到底是
你放假还是我放假？”这个视频让网

友议论纷纷，羡慕这个“别人家的妈

妈”，有网友感慨，“这个妈妈上辈子
是拯救了银河系吗？”还有人颇为赞

同这位妈妈：“懒妈妈才能培养出能
干的孩子。”

这位“懒妈妈”和焦虑的“老母
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老母

亲”而言，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教育新政的“靴子”还没有落地。公

民同招会不会被统筹，小升初摇号
怎么摇？对政策的“雾里看花”是焦

虑的原因之一。
“教育新政并不等于‘快乐教

育’，而是希望孩子不要在低幼期就

过早抢跑；毕竟教育是一场漫长的

马拉松。”市人大代表、教育界人士
何曙光就人们关心的教育新政发表

意见，并分析了新政后可能发生的
新变化。

“越是学霸越是要补课，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中国人的传统精

英化教育目标，造成了许多人对教
育的恐慌、焦虑。”何曙光表示，对

于教育新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快乐教育”。通过民办学校摇号、

公民同招等措施，是希望实现教育

资源公平均衡，使教育生态更加和
谐合理。

他认为，新政之下，原来民办初
中“一家独大”的情况将会发生变

化。首先，原来的生源结构将发生变

化，一些对口公办初中尚可的学生，
可能放弃原来冲民办的计划，留在

了公办学校，使公办学校的生源得
以提升。其次，民办教师队伍管理也

将更加规范，让“公办的归公办、民

办的归民办”，师资队伍管理更加有
序。因此，未来的民办生源很难“掐

尖”，面对良莠不齐的生源，民办学
校也不应以“鸡血”为“拳头产品”；

而是需要更加关注学生，倒逼民办
学校加速教学改革，形成自己的办

学特色，吸引目标“生源”。

在许多人理解中，教育改革就
是减负，减负就是“快乐教育”；何曙

光认为，减负不应是“校内减负校外
补”，而是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

可以通过分层作业等方式，对学生
因材施教。在国际学生能力测试

PISA中，中国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
学等考试成绩遥遥领先。但是，中国

学生的近视率高、睡眠时间少，学生
的高分背后付出的也是高成本。“考

进名校并非一劳永逸，人生毕竟还
是马拉松长跑，教育还是要回归到

身心健康的初衷。”

拨开迷雾 循序渐进“不抢跑”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

鸡飞狗跳。市人大代表金晶也是一
名年轻妈妈，她建议，与其“鸡娃”不

如“鸡父母”，应为年轻父母提供育
儿支持服务。

“人们可以在学校里学习知识，
在工作岗位上学习技能；但对于当

父母，多数都是新手上路，无论从养

育技能、心理等方面都毫无准备，容
易造成焦虑集聚，甚至爆发。”她表

示，虽然每一位升级为父母的年轻
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

地成长，但很多父母自身科学育儿
知识缺乏，加上社会生存压力越来

越大；多数年轻父母都是和家里老
人合作育儿，容易带来家庭关系紧

张。此外，年轻母亲如何平衡儿童教
育与自我发展的挑战，也是现代女

性面临的普遍难题。

她建议，在儿童早期教育方面，

可以从备孕、孕中、0-12月、1-3岁、
3-7岁等重要阶段入手，提供健康儿

童早期的育儿支持服务。
■ 在备孕阶段，让“准爸妈”接

受科学备孕的指导， 做好迎接新生
命的准备。

■ 怀孕阶段，可以参加孕妇学

校健康育儿支持服务， 接受系统的
孕期教育。

■ 3到 7岁，根据儿童性格形成
特点、成长发育特点，适时学会处理

家庭关系发生的变化，为儿童进入小
学阶段的学习和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这样的“鸡父母”计划由谁来指
导？她建议，对于早期育儿指导，可

以发挥妇幼保健医院和儿童专科医
院等医疗机构的平台资源优势，提

供科学权威的健康育儿知识支持，

培养一支致力于提高家长科学育儿

素养的健康科普讲师团队。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述家长们迫切需要的

健康育儿知识，拉近医患距离，提高
家长健康育儿自信心。

同时，可以和社会组织、高校社
会工作系合作，向社会招募经验丰

富、擅长提供家庭社工服务的社工，

培养一支专门为新手爸妈提供服务
的金牌社工团队。

此外，“鸡父母”的团队还可以
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让“老母

亲”们互相交流借鉴经验，并整合大
健康育儿教育支持服务资源，建立

健康教育支持服务项目孵化基地。
逐渐向社区推广，服务更多有需求

的儿童家长，让“焦虑的老母亲”们
习得育儿经后，身心得以放松，家里

不再“鸡飞狗跳”。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绝大部

分家长在观念上都认为孩子应该
全面发展，都十分看重体育运动、

性格成长、兴趣培养，但落实到日
常生活中，还是陷入‘学习焦

虑’。有的父母抱怨说，老师总是
让我们家长多管管。他们认为，

好好管就是报补习班、把孩子成

绩提上去，重视每一次考试，关
心卷子上的每一道错题。其实，

绝大部分老师是希望家长能多陪
伴孩子。”

市人代会小组讨论现场，市

人大代表徐晓唯代表送给在场代

表一本书《爱与责任———小学生
父母修炼手册》。“父母更需要修

炼和成长。学校和家庭应该共同
努力，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和闪光

点。比如，有的家长总是抱怨孩子

学习不专注，给孩子规定时间刷
题，结果刷完了错一堆，更加焦

虑。我们是否可以尝试让孩子从
收拾一张书桌开始改变。所谓管

孩子的智慧，是融入在生活点滴
中的。”

徐晓唯认为，学校和老师也

应该继续探究教育方式，为多样
化、个性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

供沃土。“我们学校有名语文老
师，引导孩子开辟了一个记录班

级生活的微信公众号，学生自己
写文章、做美编。班级里原来有个

画画很好、但不爱写作文的孩子，
现在参加运营公众号，写作的积

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期待自己
成为故事的主角。”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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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 官方传授“育儿经”
修炼智慧 家校共育“开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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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管孩子的智慧，是融入在生活点滴中的，多陪伴孩子才能让教育回归身心健康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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