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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

祖孙 事乐乐

隔代最 亲

一篇《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
美国普通中产，持续25年的鸡娃
路梦碎了》的文章近日上了热
搜。刘亦婷是上世纪 90 年代最
让中国父母羡慕的“别人家的孩
子”，当时她的父母还出了两本书
讲述培养女儿的细节，引来全国
关注。因为关注度高，以及过去
对她父母“鸡娃”教育方式的推
崇，大家对刘亦婷成才的期待值
一直非常高。那么“鸡娃”教育一
定就会指向成功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会近乎
变态地“鸡娃”，无非是想让孩子在
教育竞争中胜出，而最终的目的，

是达到阶层上升。只是，世界的
变化往往让人们措手不及，我们
甚至难以判断：未来什么职业必
定会消失、什么新形态的工作会
出现。所谓符合社会要求的教
育，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答案”。
也就是说，家长是否选择“鸡娃”，
只是自身价值观、教育观和亲子
观的一种体现，其实与孩子未来能
否成功，关系不大。孩子未来人生
能否不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更
要靠个人的天赋、努力、个性、家庭
背景、资源、机遇、时代和运气等，
不是单纯“鸡娃”就能做到的。（幼
儿家庭教育专家 王建平）

孩子能否成功与“鸡娃”关系不大

陕西榆林的雷女士近日分享
了一个温馨的故事，小时候在“2
元店”给奶奶买了塑料手镯，奶奶
戴了 12 年不舍得取下。这个温
暖的故事感动了全国网友。

雷女士小学四年级时，路过
“2元店”看到一只塑料夜光手镯，
觉得好看就买下来送给奶奶，没
想到奶奶一戴就是 12 年。雷女
士表示，自己每次看到这一幕心
里都暖暖的。

这只手镯为绿色，手镯上点
缀着金色的五角星，在奶奶充满
岁月的手腕上更显得温暖。雷女

士表示，当时看到这只塑料夜光
手镯毫不犹豫地买下，奶奶戴上
后，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走亲访
友，从不离身。

“塑料手镯奶奶戴了 12 年”
的故事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大
家纷纷表示“手镯是祖孙感情的
双向奔赴”。有网友说，这份礼物
价格不高，但是对雷女士的奶奶来
说，心意却是无价的。也有网友晒
出了自己和奶奶的故事。一位网
友称：人生第一份工资，给奶奶买
了双皮鞋，那也是奶奶最珍贵的
礼物。（摘编自《三秦都市报》）

孙女“2元店”买手镯
奶奶戴了12年

学习好可发奖金

用物质激励孩子更好地学习，
这种教育方式在家长群中不在少数。
今年上初二的长沙某中学学生小陈，
平时学习成绩位列班级前五、年级前
三十名。对于小陈如何保持多年的
好成绩不下滑，小陈的父亲给出的秘
诀是：考得好就奖励零花钱，小考就
奖得少一点，大考就奖多一点。

小学五年级学生小吴家实行的
是积分制。小吴母亲说，平时孩子学
习包括小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考
得好都可以奖分，5分起步，1分相当
于一块钱，积分可以累积。她感觉以
这种方式激励孩子效果明显，孩子会
为了赢得更多的积分加强学习。

在随机调查中，认同积分制的家
长不在少数。还有的家长会以奖励
美食、旅游、玩具等方式来鼓励孩子。

期末考得好
该不该物质奖励

期末考试结束，几家欢喜几家忧。对于考得不错的学生家长来说，如何奖励孩子也是一门“技
术活”——到底该不该用物质奖励孩子，现在也成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摘编自《今日女报》）

要强调内在动力

关于物质奖励是否合适，长沙松
雅湖二小校长黄莎表示：“首先家长
心态要放平，不需要过于担心，将金
钱看得太贬义，因为孩子并不是生活
在一个真空中，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
需要建立正确的物质观和金钱意
识。”同时她表示，将金钱作为唯一
的奖励方式则是不可取的，可以给
出多种选项供孩子自由选择，比如
爱的抱抱、一起看高质量的电影、选
孩子最喜欢的餐厅吃饭等等。

长沙博才云时代小学校长彭晓
明则认为，奖励并不是最主要的激
励手段，让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动
机、乐趣，甚至成就感才是最重要的
目的。彭晓明说，在孩子获得内在
动力后，奖励才是锦上添花，是强化
好行为的方式。

认同派

精神鼓励最重要

有家长赞同用奖钱的制度来激
励孩子学习，也有家长表示反对。
长沙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
就认为，这种方法会带歪孩子的金
钱观和价值观。

“到最后很可能他会觉得，任何
事情都可以用金钱解决。”李女士
说，她儿子曾跟她说，他们班里一个
同学，因为上学期期末考得好，父母
奖励了一台苹果手机。

“可是，这孩子才四年级啊，现
在就苹果手机，以后怕是要奖励飞
机了。”李女士说，开始孩子用少量
的金钱当做筹码，随着大人的要求
变高，孩子的筹码也可能越来越高，
这样不仅会让孩子丧失了主动学习
的求知欲，还会造成错误的金钱观，
所以精神鼓励最重要。

反对派 校长说

洗衣机怎么会知道

我有急事要出门，
只得嘱咐孙女，洗衣机
里的衣服洗好后就把洗
衣机关掉。“我怎么知道
衣服什么时候才洗好了
呢？”小孙女问我。

“你放心好了，衣服
洗好后洗衣机会叫的。”

“不可能吧？洗衣
机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呢？”孙女满脸疑问。（湖
北武汉 苏应纯 52岁）

互相帮助

老伴告诉邻居：“我
老公躲在阳台吸烟，是
一个邋遢鬼。”

孙女在一旁听了，
怼老伴说：“你不要说我
爷爷的坏话！”

事 后 ，我 问 孙 女 ：
“你为什么要帮爷爷？”

孙女说：“奶奶批评
我时，你不是也帮我吗？
我们这是互相帮助。”（江
苏南京 陶崇银 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