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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张文博
2024，用爱与智慧点亮孩子的未来

在浩瀚的宇宙中，每个孩子都是

一颗独特的星星，闪烁着属于他们自

己的光芒。而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

用爱与智慧点亮他们未来的道路，让

光芒更加璀璨。

爱，是家庭教育的基石。爱是无

私的付出，是长情的陪伴，是理解和

接纳。父母需要用爱填满孩子内心

世界，让他们感受到安全、温暖和被

接纳。当孩子遇到困难时，父母要用

爱给予他们勇气和力量；当孩子取得

进步时，父母要用爱给予他们鼓励和

支持，让孩子在爱的滋养下，自信、阳

光地成长。

智慧，是家庭教育的指引。智慧

源于对孩子的深入了解，对教育方法

的不断探索和对孩子成长的耐心等

待。父母需要用智慧去洞察孩子的

内心世界，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

同时，父母还要用智慧去选择合适的

教育方法，让教育更加科学、有针对

性。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智慧的父母

能够把握好放手的时机，让孩子在自

由探索中获得成长和提升。

要真正实现用爱与智慧点亮孩

子的未来，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

手。

首先，我们要与孩子建立亲密的

亲子关系。通过日常的互动与沟通，

了解孩子的喜怒哀乐，做孩子最亲密

的朋友。在这样的关系中，孩子会愿

意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也能

够给予他们更加精准的支持和引导。

其次，我们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

主性和创造性。每个孩子都是独立

的个体，拥有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我

们要鼓励孩子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

想，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引导孩子学会

感恩、尊重和合作，让他们成为有担

当、有责任感的人。

再者，我们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

康和情感需求。在繁忙的生活中，孩

子可能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惑，需要

我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要倾听孩

子的声音，帮助他们排解烦恼，培养

他们积极的心态和应对压力的能

力。同时，我们还要给予孩子足够的

空间去自由地探索和发展，让他们在

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

和定位。

最后，我们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

己的教育能力。家庭教育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学

习、探索和实践。我们要通过阅读、

参加培训等方式提升自己的教育理

念和方法；同时，还要与其他家长、教

育专家交流心得，借鉴他们的成功经

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引领孩子的成长

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避

免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过度溺

爱孩子，导致他们缺乏独立性和责

任感；或者对孩子要求过高，导致

他们压力过大、失去自信；又或者

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导致他们内

心孤独、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

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理性对待孩子

的成长问题，用爱与智慧找到合适

的平衡点。

用爱与智慧点亮孩子的未来是

每个父母的使命和责任。2024，让我

们共同努力，为每个孩子的未来绘制

一幅美好而充满希望的蓝图。

考试“上岸”之外——

怎样找到值得一过的人生怎样找到值得一过的人生怎样找到值得一过的人生？？？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实习生 黄和林

近日，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落下了帷幕。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虽较上一年有所减少，但竞争依旧激烈，“能上岸”几乎
成为了所有考生最大的心愿。

考研、考公、考编等“热门选项”的背后，折射出一定的教育问题。努力“卷”学历，填充不了阅历的“赤字”，也并不代表会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本期，我们采访了
多位学生、老师及家长，请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在分享感受的同时，探讨如何科学地规划未来，找到值得一过的人生。

年少读书时，几乎每个人都曾在父

母或老师的口中听过这样的话：现在刻

苦努力，逼自己一把，考上大学就好了。

不过，对于部分大学生而言，好不容易考

上了大学，却并没有发现“好”在哪里。

当下，仅凭普通本科的文凭，并不足以在

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突出重围，而“考

研”似乎是通往未来的一把钥匙，成为了

迷茫的大学生们的顺势选择。

对此，西华大学招生与就业处的王

馨老师谈道：“从2010年开始，考研人数

便开始猛增，2023年的考研报名人数更

是多达474万人。市场对于学历的要求

日渐严苛，为了找份好工作，越来越多的

学生挤破了头也要考上研究生。”实际

上，考研、读研，并非一纸文凭那么简单，

王馨表示，考研能力不等于读研能力，应

试水平高的考生更容易“上岸”，但这并

不代表他们能很好地应对研究生生活，

有科研和创新的能力。

诚如王馨所言，不少正在读研或已

经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学生都有着类似的

感受：考上的那一刻是最开心的，实际学

习和想象中不同，自己并不适合，也并不

喜欢做学术，考研最大的功用还是个人

履历的升级。与之类似，也有学生努力

考公“上岸”，端上别人羡慕的“铁饭碗”，

但工作后才发觉自己并不适合体制内的

工作。

“折腾”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看不见

明天的迷惘、困顿，究其原因或是“功利

化学习”思维在未来道路与职业选择中

的延续。“如果家长总喜欢‘以成绩论英

雄’，天天将孩子的时间安排到‘如何考

高分’‘怎样考证、考级’上，孩子就会被

固化着成长，像流水线上的配件。”作为

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多个孩子的妈

妈，李晓红指出，“孩子如果从小到大都

没有选择的权利，难以实现自我价值的

构建和对自己成长的规划，自然无法在

短时间内学会考量现实社会，形成清晰

的职业选择。亦步亦趋跟上他人的步

伐，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是他们能看到

的使命。”

出于现实的考量，认为“考研、考公

之路”最为稳妥，属于情理之中，但也要

警惕盲目跟风。李晓红认为，家长和孩

子应该在了解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和自身

优势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当下，‘焦虑’成为了社会

的一种公共情绪。”陈晨曦表

示，自己虽然考入了中国顶尖的

高校读研究生，但周围的同学都

在拼命“卷”，毕业、就业、买

房……压力很大。她坦言，在这

样的困顿和担忧中，好像早就看

不见曾经那些奋斗目标和远大理

想了。

“读研最大的帮助是眼界的

拓展和学历提升带来的能力认

可，但跨过了这个门槛，未来能不

能将专业应用、怎么在职场中经

营，还是要靠自己的综合能力。”

已经毕业两年的研究生任尔筱结

合工作后的经历，分享了自己的

体会，“现实中的天空并不是粉红

色的，越早将学习与生活相结合，

可能会更容易找到自己在社会中

的定位。”

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可以

提高个人素质、积累人力资本，通

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提高，带来

更大的经济效益。对个人而言，

不断提高学历的直接价值在于进

入劳动力市场时，展现出更大的

潜力，从而换取更高的工资回

报。如果为了升学而学，必然是

学用分离的。“家庭是孩子的第一

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孩子为了什么而学习，是家长

最开始就要思考的问题。”李晓红

指出，“有没有用”是现在很多家

长评判“是否去学”的标准，只要

是学习，一定会带来经验的增加，

必然是有用的，区别在于“对什么

有用”和“多久见效”。

为提高分数而学，学习的效

果是最直观的，它可以非常简单

地体现在每次考试的分数上，分

数越高，家长越认可学习的效

果。而这样的思维是需要警惕

的，李晓红指出，为人父母最大的

心愿，莫过于子女能过上幸福的

生活，试图用分数堆积出未来的

幸福，必然是无法实现的。

分数、学历有其价值和功

用，但它们不应该是人生的全部

追求。“家庭教育需要‘转念’，

很多真正能让孩子受益终生的东

西被家长忽略了，这种错过是很

难弥补的。”在李晓红看来，有

很多“非考点”的技能或素质，

如能坚持一生的运动、真正喜欢

的兴趣爱好、自理能力与担当能

力、稳定的情绪及包容能力等，

应该从小培养。

成绩的“岸”有形、可触，而这

些能力、素质的“岸”，却偷偷镶嵌

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它们可

能在引导和坚持下不断扩大，成

为未来坚实的落脚点，也可能因

为忽视而被淹没，成为缺陷和遗

憾。

未来难寻
顺势而为的“上岸”之路

教育需“转念”，生活是本无字之书

增强适应能力，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

当身处于一个充满机遇的时

代，如何帮助孩子破除眼前的迷

雾，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李晓

红表示，家长需要对不断变化的

大环境有清晰的认知，结合自身

家庭情况和孩子的个性需求进行

综合考量。“规划未来一定是

‘量身定制’，追逐热潮是不理性

的。”

同样，有的家长对孩子预期

过高，规划中的成长轨迹清晰且

严格，对孩子而言却是一种剥

夺。“每个孩子都有他适合的学

习方式、擅长的领域，家长不能

想当然地干涉孩子。”李晓红进

一步指出，未来的社会变革很

快，当下的热门专业、新兴行

业，几年后可能已经不再是最好

的选择，那些看似最稳定的职业

可能也会面临诸多变化。所以，

培养面对未来的适应能力至关重

要。

“‘通才’更容易适应社会和

技术的变化发展，学习能力比学

习内容更重要。”李晓红建议家长

做孩子与社会连接的“军师”，保

持开放的心态，通过阅读书籍、关

心时事、了解科技发展、尝试最新

的应用技术等，与现实世界紧密

相连，和孩子一起置身于具体的、

可预见的未来中，通过日常讨论，

一点点地把关于未来的选项由少

变多，再逐步聚焦。

实践出真知，了解过后，接

触与尝试必不可少，在养育孩子

的经历中，李晓红格外注重增强

孩子对生活的体验感，包括喜欢

的艺术创作、好奇的运动项目，

还有日常的劳动、与他人的交

际。“让孩子从小多接触世界是

提升认知的最好方式。”李晓红

认为，这些感受也将成为他们在

未来做出选择时最坚定的理由。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

会怎么办？”《大梦》中的一句歌

词，让很多人陷入了沉思，追问

“我是谁”是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命

题，关关难过关关过，可又该

怎样判断那些追求的目标、

做出的选择是否真

的发自内心？

“智慧的家长会

帮助孩子找

到自我价值的归属，给予孩子足

够的安全感与容错空间。”李晓红

笑着谈道，当一个人很幸福时，其

实很少会产生“找不到自己”的困

扰，他要走的路已经踏踏实实地

在走了，想做的

事每天都在进行着，身边也不断

有人给予他正向反馈。这时候，

他不会迷茫自己的未来在哪、生

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知道自

己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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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子 、花 生 、开 心

果、腰果……这些坚果

很受大家欢迎，尤其在

节假日，谁家不备点儿

坚果？

然而，一不小心，它

们可能会成为致命的

“凶手”。此前，华中科

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

（南山医院）收治了一位

不慎将开心果呛入主气

管的 1 岁男童，呼吸困

难，一度出现严重缺氧，

情况非常危急，经过医

生紧急手术，成功取出

1cm 大小的开心果，男

童转危为安。

气道异物，是儿科

及耳鼻喉科最凶险、最

危急的急诊之一。儿童

呼吸道异物起病突然，

危险性大，有发生窒息

和死亡的风险，是一个

严重、可能致命的问

题，这也是 5 岁以下儿

童意外死亡的第 5 大原

因。

医 生 提 醒 广 大 家

长，孩子在哭闹、嬉笑

和跑跳时，千万不要给

孩子喂食物，也不要让

他们口含食物奔跑。由

于 3 岁以下的孩子还不

会咀嚼食物，大颗粒食

物很容易呛入气管，不

要喂他们花生、瓜子、

开心果等坚果或豆类食

物，也不要将这类食物

放在孩子可以拿到的地

方。

除了食物以外，孩

子在玩耍过程中接触的

物品也可能导致气道异

物，如硬币、玻璃珠、

纽扣、笔套和玩具零件

等，家长要把这些东西

收藏好，放到孩子够不

着的地方，避免发生意

外。

当孩子已发生异物呛入时，家

长不可过于惊慌而不知所措，要根

据情况冷静应对，如果是骨头、枣

核等尖锐东西卡住气管、食道，建

议不要自行处理，应尽快就医。对

于呛咳后的孩子，若出现嘴唇变

紫、咳嗽剧烈、喘鸣严重或睡眠时

呼吸声音粗等症状，也应尽早去医

院排查。

预防孩子误吞东西，家长
应怎么做？

1.家长应提高防范意识，使孩

子远离异物。选用安全玩具，如避

免给婴儿玩耍零件过小的玩具。

杜绝将硬币、纽扣、钢珠等小东西

含在口中玩耍，不要玩吹破的气球

碎片。

2.养成专心吃饭的好习惯。孩

子进食时避免逗孩子笑或者哭闹，

不要让孩子跑动。细嚼慢咽，咀嚼

完成再吞咽。

3.在给孩子喂鱼肉粥、骨汤粥

之前，一定要将骨头、鱼刺等清除

干净再给孩子吃。3岁以下的孩子

尽量避免吃瓜子、花生等食物。

海姆立克急救法必学
如果小孩被噎，家长应在联

系送医的同时，尽快使用海姆立

克急救法施救。切记，如果孩子

已经出现意识不清、呼吸困难、

面色苍白、痉挛、剧烈呕吐等症

状，说明情况相当危险，不要犹

豫，马上打 120 急救电话，并向

120说明情况。在等待救护车的时

候，可在120的指导下进行必要的

急救。

（本文摘自“中国教育报”微信）

生活百科生活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