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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清华妈妈
语录”走俏网络之前，“名
校父母”输出“鸡娃”理念
就已经在各大网络平台收
获关注。

所谓“清华妈妈推荐的
教材”“哈佛爸爸总结的十
大育儿心得”层出不穷，互
联网上常见“开局一张嘴”，
名校信息无从验证之外，那
些真假难辨的育儿理念，更
催生着重重焦虑。

此前，已有政协委员提
交了《关于严防“名校父母”

输出“鸡娃”理念抵消“双
减”工作成效的提案》，并得
到教育部的公开答复。

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
04078号（教育事业类412
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教育
部表示，将出台网络规范
使用校名的制度规定，进
一步明确利用名校炒作获
取利润相关行为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同时开展清理
整治违规行为的专项行
动。

教育部透露，至答复
时已依法依规处置 1200
多条违规问题线索，形成
了打击违规线上培训、炒
作教育焦虑的态势，保障
了学生和家长的正当权
益。下一步，教育部将联
合网信办等部门，继续开
展线上巡查，集中治理蹭
炒教育热点、编造虚假信
息、渲染升学焦虑等恶意
炒作行为。

（澎湃新闻，图片均为
电商平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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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为什么逼我学习？
“是为了你将来点餐的时候，可以不看价格。
“是为了在你累的时候，随时可以打车回家。
“为了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可以住自己喜欢的酒店。……”
近日，电商平台销售的“清华妈妈语录”引发关注。该商品有

木质相框摆件，也有墙纸形式，内容均为激励孩子努力学习的话
语。这类商品在部分网店销量不菲，有买家评价称，“买给孩子的
生日礼物，太惊喜了”“送给读高中的儿子，很有激励作用”等。

“清华妈妈语录”也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建议
把题目换成‘为什么我要努力工作’然后送给这些父母”；也有网友
说这是“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教育”；还有网友表示，“我觉
得挺有道理的，除了最后一条，能随心所欲花钱真的很爽。”

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又应当如何让孩子学习？
对此，记者采访了准备进入育儿阶段的年轻人、二胎家长及

教育专家，请他们谈谈学习的目的和方法。

家长们为何要逼孩子学
习，目标又有哪些？

“儿女双全”的二胎家长瓜
瓜（化名）说，逼孩子学习的家
长大多数可能会说是为了孩
子，为了上“双一流”高校，为了
孩子以后过得更好。

但瓜瓜认为，有时家长需
要反思的是，就像曾经年少时
无法判断现在元宇宙、大数据
发展趋势，当下的自己又如何
得知孩子未来会经历什么、从
事什么职业？所以，学习的目
的是补缺和提升，补缺指学习
生活和做人的道理，提升指增
加兴趣和知识。

瓜瓜此前从事媒体行业，
早期只会采访和写作，后来要
负责视频拍摄、剪辑。于她而
言，学习的目的是丰富自身能
力，大学是全日制学习的终点，
但可能是行业知识学习的起
点，特别是走上社会，每个“赛
道”都从起点开始，所以长辈们
会说学无止境。

瓜瓜说，孩子在学校的学
习，关键还是培养习惯。她让
女儿从小学习钢琴，是因为认
为女儿专注力不够好，但她不
要求女儿考级，只是练专注力
和对音乐的启蒙。女儿最近会
在家弹奏周杰伦的歌，完全是

兴趣使然，学习的目的达到了，
又有点小技能。

身为“90 后”的果果（化
名）最近和丈夫有了备孕计划。
对于这类励志语录，她的丈夫认
为，这就是把学习功利化，虽然
功利一点也没太大关系，但把努
力学习简单等同于以后可以赚
好多钱，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不
能完全成立，如果孩子真信了，
以后可能会崩溃。

从事金融行业的王俞刚成
婚不久，他觉得这个语录的逻
辑把生养孩子作为一笔巨大
的投资，要求未来产生的现金
流必须能够覆盖父母的支出，
所以才逼孩子学习。

“时至今日，我们竟然还在
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
事业的悲哀。”教育学者熊丙奇
听闻这一“语录”时痛心疾首。
在他看来，这是“书中自有颜如
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演
绎，只不过更具体更功利化。

熊丙奇提出，如果以财富
作为教育的目标，大概率会有
一个错误的结局。在他看来，
在中国能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
的孩子只有1%，而99%是其他
孩子，父母给孩子提出了不切
实际的目标，孩子无法实现后，
可能一辈子以失败者的身份面

对自己、面对父母。
此外，在部分父

母眼中，考上名校或
许 等 同 于 百 万 年
薪。现实生活中，名
校毕业生和高薪并
不能画等号。如果
被灌输了“清华妈妈
语录”理念，毕业后
要是落差很大，有的
人会不想回家，甚至
回避自己的毕业院
校。

因此，熊丙奇
说，如今的教育，父
母首要的目标是教
孩子做人，成为一名
身心健全的人。

在这则“清华妈妈”的
语录中，达成后续的目标，
有一个核心前提，就是“逼
孩子学习”。

“逼”这个动词，在教
育中意味着什么？

二胎家长瓜瓜说，对
于幼小的孩子，该有的督
促肯定还是会有，毕竟是
未成年，自觉和自控是不
如成年人的，所以监护人
该有的监督还是不能缺失
的，但这个监督不能简化
为逼，逼的意思是可能已
经超过了这个孩子的能力
太多。

在瓜瓜看来，挖掘潜
力不适用于太小的孩子，每
个人都有童年，童年的回忆
不该由被动挖潜占满，这可
能影响当前的学习兴趣和
成人后的回忆，所以督促的
肯定是学习习惯。

瓜瓜的小儿子是零起
点入学，她说小儿子一年
级做作业，只要一坐下来，
就要喝水、上厕所……各
种状况都有，就是静不下
来做作业。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
多数孩子的天性，这种情况
就要‘逼’，因为学习习惯要
纠正。”瓜瓜说，因此她和儿
子约定好，回家先用半小时
干完吃东西、上厕所的事
情，然后就做作业，半小时
内“不再搞事情”。

此外，瓜瓜很重视孩
子的阅读习惯。她介绍，
女儿的学校一年级没有书
面作业，但规定半小时阅
读，孩子能受益终身的可
能并不是现在学到了什么
内容，而是保持不断学习
状态的能力。

在果果看来，“逼”这

个行为和一般引导的含义
并不相同，引导的意思是
告诉孩子这样做有意义，
并且在孩子做得好的时候
夸孩子，给孩子成就感和
多巴胺，而逼则是做不好
就给惩罚，通过痛苦来迫
使孩子朝着父母想要的方
向走。

熊丙奇则表示，孩子
的学习能力是逼不出来
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天
赋，家长要给孩子创造好
的环境，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而逼的概念就是给
孩子树立过高的目标，根
本是孩子达不到的地方，
除了给孩子制造焦虑，并
没有什么作用。

熊丙奇以自己做了个
比方，“我从小唱歌跑调，
难道父母逼着就可以成为
歌唱家吗？”

教育专家：

如果以财富作为教育目标
大概率会有一个错误结局

家长：

一款木质相框内印着“清华妈妈语录”的产品在网上销售。

有买家在评论中留言，“送给读高中的
儿子，很有激励作用”。

教育的焦虑陷阱

该有的督促还是会有
但不能简化为“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