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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在罗浩文的直播间里，家长们咨

询得最多的赛事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

奥林匹克竞赛（以下简称信奥赛）。作

为教育部认可的五大奥赛（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之一，信奥赛

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近

年来，信息学类竞赛的参与人数呈现

显著的增长趋势。

面对家长们的热情，罗浩文却毫

不客气地泼了“冷水”。他表示，每个

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并非所有孩子

都适合走信奥赛的道路。“许多家长被

培训机构误导，盲目地花费大量金钱

为孩子报名各种少儿编程课程，结果

弄得自己和孩子都精疲力尽，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

罗浩文告诉家长，信奥赛与数学、

物理等其他奥赛并无二致，因此并不

简单。计算机语言的学习虽然不难，

但算法的学习却比较枯燥。“家长如果

发现孩子在数学和计算机方面有特

长，可以适当多学一点。但如果只是

为了拿证书而盲目地跟风参与，那这

些缺乏‘理解深度’的学习，对孩子可

能是有害无利的。”

罗浩文表示，小学阶段是为学业

打好基础的阶段，关键还是要让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后续学业储

备更持久的学习力。“过去，我和很多

家长一样，希望孩子参加有利于评优、

升学的比赛。其实，真正对孩子‘有用’

的，是能够帮助他生成学习动力、成长

动力的比赛。”

在罗浩文看来，参加比赛是性

价比极高的一种发现孩子兴趣和天

赋的方式。“适合孩子的比赛不但不

会导致‘内卷’，反而能够教会孩子

自学和钻研。孩子的学习不能只局

限于教室，家长还应当充分利用演

出和比赛，带孩子去看看更大的世

界。”罗浩文说，过程中家长要做

的有：一是为孩子设定目标，二是

帮助孩子把兴趣变为特长，三是把

这些经历作为五育并举综合素质培

养的一部分。

周末难得休息，早上8点多，我正

窝在床上刷手机，女儿早早洗漱完毕，

跑到床前，吵着要我带她去博物馆看

展览。我虽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勉强

答应了。

来到博物馆，女儿瞬间兴奋起来，

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奇，饶有兴致地在

各种展品前转来转去。我无心参观，

戴上耳机无聊地刷起短视频，像个“工

具人”似的跟在女儿身后。

每到一处展品前，女儿总会有奇

奇怪怪的问题——“爸爸，这种瓷枕这

么硬，睡起来多不舒服，古人为什么喜

欢用陶瓷枕头啊？”“这件青铜器造型

真精美，以前技术不发达，是怎么制造

出来的？”……面对女儿喋喋不休的

问题，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别吵了，先

安安静静地看，不懂的自己回家上网

一查就知道了。”

女儿明显觉察到我的情绪，一下安

静下来，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了。接

下来看展览，她不再叽叽喳喳提问题，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不到一个小时

便走马观花地参观完了博物馆。

回家路上，女儿一言不发，脸上写

满了不高兴。我突然意识到刚才的行

为有些不妥，但碍于家长的脸面，没多

说什么。

晚上吃完饭，我翻阅公众号时，读

到一篇关于“情绪价值”的文章，里边

提及在年轻人的社交、婚姻关系中，情

绪价值已经变成了“刚需”，人们都渴

望对方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所谓

“情绪价值”，其实就是一个人影响他

人情绪的能力。一句温暖的鼓励、一

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真诚的关怀，甚至

一个倾听的姿态，都能让对方感受到

被尊重、被理解、被支持的情感体验。

看到这里，我心里好像被重重击

打了一下，想起白天女儿兴致勃勃与

我谈论博物馆的展览，我却一直敷衍

搪塞，没有及时提供正向的情绪价值，

让她失去了兴致，还影响了她的心情。

我放下手机，走到女儿面前，主动

向她道歉：“闺女，白天爸爸没有照顾

到你的情绪，没能及时回应你的问题，

扫了你的兴，对不起！”女儿不可思议

地抬起头，脸上再次露出笑容：“这次

就原谅你了，希望你以后做一个不扫

兴的爸爸。”

听了女儿的话，我不禁有些惭

愧。是啊，其实孩子最需要家长提供

的那份“情绪价值”。因为，在家长的

倾听、鼓励和回应里，藏着孩子需要的

归属感、安全感和价值感。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缺乏

对孩子的理解和共情，不懂得为孩子

提供“情绪价值”，使亲子关系越来越

疏远。

记得小时候，我很怕父亲，他一直

对我实行“打压式”教育。印象中，父

亲几乎没有表扬过我，小学时，我喜欢

看书、写作文，我的文章经常被老师当

作范文在班上读。每当我开心地和父

亲分享时，他总会来一句：“作文写得

好有啥用，考试考 100 分才算真本

事！”初中时，我迷上了画画，父亲把我

的画全都撕掉，大声呵斥我：“不务正

业，画画能考上大学吗？”不论我做什

么，好像都得不到父亲的夸奖和支

持。渐渐地，我变得沉默寡言、不自

信，与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差。

如今，我终于意识到，正向的“情

绪价值”、稳定的情感支持才是巩固亲

子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的纽带。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尊重、倾听和感受是

提供情绪价值的重要基础，也是给孩

子最好的礼物。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而家长

一直都是学习者。希望我们都能关注

与聆听孩子的声音，试着读懂孩子的

情绪，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情绪支持，走

进他们的内心，做一个“情绪价值拉

满”的家长。

周末，阳光普照，我带着女儿外

出游玩，本以为这又是一次如往常般

走马观花的旅程，未承想，这一次，

6岁的女儿竟带我领略了一番别样的

风景。

那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女

儿到附近的名人故居闲逛。突然，女

儿灵机一动，说：“妈妈，往常都是你带

着我逛，这次换我带着你逛吧？”我惊

喜地看着女儿，期待地说：“行，今天让

你做主。”

女儿带着我来到一棵树的面前，

兴致勃勃地问：“妈妈，这是什么树

呢？”我凑上前看名牌上写的字，说：

“这是荷花玉兰树。”女儿问：“妈妈，这

树这么高，我长到树的什么位置了？”

她靠近树干，与它比高，随后又仔细观

察地上的树叶，兴奋地说：“妈妈，原来

它的叶子是有纹路的。”

继续前行，我们经过一片泥巴

地，地上立着几个形态各异的黑色雕

像。女儿停在一个小女孩雕像面前，

摸摸她的头，又与她握握手，然后念

念有词，仿佛在跟她聊天。女儿玩得

很尽兴，还拉我过去一起玩。她兴致

勃勃地说：“妈妈，你看，他们在练

功夫，这个小女孩在给他们鼓掌，多

可爱呀。”我微笑着回应她：“是啊，

多可爱。”

我们来到一片鱼塘，里面有各色

锦鲤在游来游去。女儿坐在鱼塘边的

石椅上，看到别人丢面包碎给鱼儿吃，

鱼儿迅速聚在一起，她欢呼起来：“妈

妈，你看，好多鱼。”然后，仔细数着鱼

儿的颜色。

走到场馆里，馆内珍藏着名人的

相片，玻璃柜里还放着各种展品。女

儿一一端详，不停询问我：“这个是真

的吗？”“那个是干什么的？”还想伸手

去摸一摸、探一探、闻一闻。

参观结束，女儿想带着我从景区

的另一边往回走，我跟女儿说：“那

里没有路。”可女儿不相信，她跑过

去看，发现在种满小竹子的竹丛中，

留有一条小路，兴奋地招呼我：“这

里有路，是小路。”我慢慢地跟着女

儿往外走，不一会儿，就看见开阔的

天空了。

女儿带着我“旅行”，一点也不让

我觉得乏味，反而让我重新认识了这

个世界的一草一木，尽管只是在离家

不远的地方，但也能欣赏到别样的风

景。希望无论处于任何境地，我们都

能像孩子一样，用单纯的心观察世界，

去追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一天，接甜妞放学

回家的路上，小家伙叽

叽喳喳地跟我汇报着一

天在学校里的情况：中

午吃了什么，体育课玩

了什么，同桌又出了什

么洋相。她不停地说，

我偶尔附和一下，时不

时穿插着问两句：今天

的随堂测怎么样？今天

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了

吗？

也许是我问的问题

她不喜欢，她回答了一

两个之后，不耐烦地说：

“谢姐，你变得啰唆了

哦。”

“谢姐”这个称呼我

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女

儿时不时会这么称呼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还觉得非常意外，打趣

她：“我叫谢姐，那你爸

叫什么？”

“李哥啊。”甜妞理

所当然地回应道。

“那你呢？不会是

叫甜妹儿吧。”我故意开

她的玩笑。

“甜妹儿？”甜妞没

想到我也给她取了一个

昵称，不过，她很喜欢这

个我脱口而出的名字，

特别是那个儿化音，她

故意把“儿”的发音拉

长，开心地说：“甜妹儿，

我以后就是甜妹儿了。”

就是这么一个日常生活中的

小插曲，给了我们一家三口3个可

爱的昵称，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

亲近。我们常常像姐妹一样相处，

虽然甜妞才7岁，但她会在我买衣

服的时候，认真地给我搭配、帮我

做选择。“谢姐，这身衣服适合你，

快去试试。”“怎么样？我的眼光不

错吧。”甜妞忽闪着大眼睛，用一副

“快表扬我”的表情看着我。

这时候，我也会笑着打趣：“那

是因为你妈我身材好，穿什么都好

看。”

“是，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妈

妈。”甜妞说。

这时候，爱人会追问：“那我

呢？”

“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帅的爸爸

了。”说完，甜妞还不忘给自己补上

一句，“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

宝。”

“对啊，你还是一个小宝宝

呢。”我对她说。我知道甜妞一直

都不愿当大宝宝，只愿意做一个在

妈妈怀里永远长不大的小宝宝。

一次，母亲听到我们一家三口

对彼此的昵称，严肃正经地教育

我：“没大没小的，你这样，她就不

怕你、不听你的话了。现在她大

了、懂事了，你要给她立规矩才

是。”

对于母亲的这个观念，我非常

排斥，正是因为这些她所谓的规

矩，让我跟她之间少了一些亲近，

我从小就怕她，心里有什么话也不

敢跟她说。现在，我和母亲之间仍

不够亲密。

如今，我自己当了母亲，我不想

女儿只是怕我，我更希望她是自由

的、幸福的，就像那飞翔的鸟儿，我

给她翅膀，让她翱翔。而我不仅仅

是她的母亲，也可以是她的玩伴、好

友、闺蜜、姐妹……称呼只是一个指

代，我可以是她的母亲，也可以是她

人生中任何一个角色。现在我是她

的“谢姐”，以后，也许还会有更多角

色等待着甜妞去发现。

孩子也需要“情绪价值” ■ 张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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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带我去“旅行” ■ 杨雪凤

成都一位爸爸打造中小学竞赛查询公益平台成都一位爸爸打造中小学竞赛查询公益平台

帮助家长成为更专业的帮助家长成为更专业的帮助家长成为更专业的“““辅助辅助辅助”””

在成长多元化的今天，各类竞赛活动成为孩子们展示才
华、锻炼能力的重要平台。然而，赛事信息种类繁多，家长们
往往无从下手。成都家长罗浩文为帮助女儿参赛，开始研究
各类中小学竞赛活动，不但开发了公益赛事查询平台，还开
启公益直播，为广大家长提供赛事科普和专业建议，帮助家
长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更专业的“辅助”。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去年 9 月，罗浩文的女儿步

入一年级。入学两个月后，她便

迎来了第一次比赛——学校组

织的国庆节手抄报征集活动。

经过反复打磨，女儿的作品在评

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优秀奖。

这段经历让她对美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也让罗浩文看到了孩

子从比赛中获得的成就感。

除了学校组织的比赛，还有

什么渠道可以让孩子参加更多

的比赛呢？“作为激发孩子学习

兴趣、检验学习成效的途径之

一，一项好的竞赛确实可以承载

这样的功能，但现在一些赛事鱼

龙混杂，还有各类机构借竞赛、

推优的名义，做着家长们的生

意，‘收割’的孩子年龄也日趋低

龄化。”面对这样的困境，罗浩文

也一度焦虑不已。

“中小学赛事信息主要来源

于官方渠道，但家长在获取这些

信息时往往存在较大的信息

差。首先，信息发布过于分散，

家长们不清楚信息的具体来源

和发布时间。其次，面对种类繁

多、数量庞大的各类比赛和活

动，家长们在选择时感到无所适

从。”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罗浩

文一头扎进了中小学赛事领域，

花了半年时间钻研相关知识。

理工科出身的罗浩文，还凭

借软件工程的知识背景和产品

研发的经验，用一周时间，完成

了“全国中小学赛事查询系统”

的开发。系统的信息更新和运

维工作也由他一人承担。

在研究中小学赛事的过程

中，罗浩文遇到了许多像他一样

焦虑、迷茫的家长。于是，他又

开通公益直播间，用自己的经验

为家长提供咨询、答疑解惑，让

家长们能更好地为孩子的成长

助力。

在这个过程中，罗浩文逐渐

成为家长们眼中的“赛事专家”，

他的女儿也不断在正确的比赛

规划和选择中获得正反馈。

“明年有两个重要的英语比赛，分

别 是 全 国 小 学 生 英 语 能 力 测 评

（NEPTP）和‘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

国际大赛，都是官方组织的权威赛

事。”

“擅长绘画的孩子推荐参加‘熊猫

杯’中国国际青少年美育文创交流活

动，这是面向全国青少年儿童的比

赛。”

…………

每天上午10点半，罗浩文准时进

入直播间，为家长们提供赛事科普和

查询服务，耐心解答他们关于孩子参

赛的各种疑问。全国各地的家长只需提

供孩子的省份、年级和特长，就能查询从

现在到明年适合孩子参加的所有赛事。

无论是国家级比赛，还是地方赛事，比赛

的每一个细节——名称、级别、地区、主

办单位、报名截止日期、参赛类别和组

别，都被罗浩文整理得清清楚楚。

“我的孩子适合参加哪些比赛？”

“哪些比赛对孩子真正有益？”在直播

间不断刷新的评论区里，这些问题屡

见不鲜。罗浩文总是回答道：“孩子的

兴趣和特长是选择比赛的基础。”

他表示，家长可以通过观察孩子

的行为和表现，了解孩子喜欢的学科、

艺术或体育项目，选择适合孩子的比

赛。此外，家长还应关注比赛的权威

性和含金量。“选择经过教育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官方机构认可的比赛，特

别是由权威部门主办的国家级比

赛 。”罗 浩 文 首 推 教 育 部 发 布 的

《2022-2025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名单》里的比赛。“白名

单赛事是经过教育部严格筛选和认可

的全国性重要赛事，目前一共有 43

项，其中自然科学素养类有 23 项，人

文素养类有 12 项，艺术体育类有 8

项。”他介绍道。

除了教育部发布的白名单赛事，

还有三类比赛值得参与：一是国家级、

省级、市级官方部门主办的赛事活动；

二是教育直属系统主办的赛事活动；

三是协会和学会主办的赛事活动。“需

要注意的是，协会和学会一定是在民

政部门进行备案的，这样的赛事活动

才是靠谱的。”罗浩文提醒家长，“家长

还要关注比赛的性质和要求。比如，

了解比赛的内容是否与孩子的学习目

标相符，以及比赛的报名时间、参赛费

用、参赛资格等要求。这些信息将帮

助家长更好地安排孩子的学习和准备

工作。”

兴趣和特长是择赛的基础

为女儿“深耕”各项赛事

盲目跟风对孩子有害无利

资料图片

罗浩文和女儿愉快的亲子时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