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鸡娃”，意为家长给孩子打鸡血，
挖空心思呕心沥血敦促孩子学习进步。近
日，关于“鸡娃”要考高分、要成功、要成为

“人中翘楚”等相关话题备受关注，由此引
发的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也备受关注。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给孩子排
满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孩子们承受着来自
各方的密切凝视和沉重期待，本该无忧无
虑的童年、青涩的青春期，早已面目全非。

“鸡娃”不可取

家住市区的许女士说，周围的家长都
给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等级考
试和竞赛，同龄人从小就被“鸡娃”。她本
来也想“佛系”养孩子，但看到这一情况，果
断给孩子安排了英语、网球、乐器、围棋等
各项课程，只要有时间就去学。“如果孩子
不学，就会被其他同龄人落下。让孩子学
习那么多课程，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和许
女士一样感受的还有沈女士，她育有两个
孩子，平时身边的同学或朋友常常讨论育
儿心得。在沈女士看来，很少有父母能成
功免疫“成功学焦虑”，从孩子出生开始，智
力开发玩具、早教课程、促进大脑发育的脑
黄金补剂就已经无孔不入，很难让父母们
在“培养天才”的美好神话中保持淡定。

家住漳浦的魏女士，小孩
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对于“鸡

娃”的教育方式，她认为不
可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都患有抑郁症，就是因
为社会压力太大。而

孩子们正处于童年
时期，心理发育还
未成熟，如果一味
给孩子施加压力，
对孩子的身心是
没有好处的。”魏
女士说，孩子的教
育 学 习 要 劳 逸 结
合，不能一味地把

自己的思想施加在
孩子身上。如果要

培养技能的话，最好
选择孩子自己感兴趣的

点去加以培养。教育不
是一时的事情，不能着急，

父母要耐心地陪伴孩子学习，
这样孩子才能拥有一个健康、快乐

的童年。
“比完奥数比作文，比完钢琴比围棋，

反复被排名被比较，孩子的成长如果被一
串串数字化的衡量指标所替代，是不对
的。”魏女士说，“父母的品格、素质、习惯、
眼界、思维及整个家庭的氛围，都会无形中
影响着孩子。家长对孩子进行‘润物细无
声’的潜移默化，比上辅导班学一项技能更
重要。”

“鸡娃”映射出家长的焦虑

“有个朋友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套‘老
破小’的学区房，把孩子送进了最好的小
学。”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雯雯说，“结果
孩子一年级刚上了一个月就觉得跟不上
了。”林雯雯告诉记者，后来家长分析原因，
认为是因为没有提前补课，所以跟不上。
孩子上学时感觉很受挫，家长就开始着急
了，为孩子找了一个拼音速成班，学了一周
后，发现效果很不错。其实有不少的孩子
提前上了“幼小衔接”班，很多家长认为，如
果不这样，就会“输”在起跑线上，上不了好
的小学，就考不上重点中学、重点高中、重
点大学。

林雯雯认为，面对当下的教育现状，
大多数的家长都无法“淡然处之”，他们
一边感叹教育畸形，一边“拼命”地把孩
子送去好学校，让孩子在高压的环境中

学习成长。从表面上看，是家长对孩子
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出人
头地；实际上是家长对自己有非常高的
期待值，有意无意地把期待寄托在孩子
身上。“鸡娃”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家长的焦虑引发的。

“心理学家们发现，控制感是缓解压力
的良药。”在林雯雯看来，比起来自父母的
规划，让孩子获得更扎实的掌控感，是他们
一生都要学习的课题。聪明的家长应该学
会站在孩子的身后出谋划策、提供支持。
同时，家长也要学会接受孩子的普通，陪伴
孩子健康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鸡娃”家长的焦虑如何缓解？

针对家长因焦虑而“鸡娃”，因“鸡娃”
而更加焦虑，有着 2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验
的闽南师大附小李河山老师认为，在中小
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挂钩的大背景下，
让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要以不违
背孩子意愿，避免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为
前提。因为有一些社会竞赛本身就有违规
行为，是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在李河山看来，作为家长，需要从自身
做起，给孩子成长的道路撑起广阔的空间，
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家长要学会用客
观、个性化的视角来评价孩子，给孩子一个
多维度的评价。“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家长
要充分认识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而不
是只一味地高标准、严要求。”李河山说，

“孩子不是家长的私人财产，要尊重他们，
要用平等的心态和他们交流，居高临下，我
说你听，往往起不到好的效果。”李老师强
调，家长只有拥有良好的品行和生活习惯，
才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让孩子
产生内在的动力，从而进行有效持久地学
习，拥有健康的人格。因“鸡娃”所产生外
在压力，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难以奏
效，甚至是有害的。

“是否要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竞赛班？”针对这个问题，李河山老师
说，这个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如果孩子
喜欢某种艺术或运动，可以鼓励他们好好
学。只要孩子有兴趣，有空余时间，家里经
济也允许，建议有选择地去学。“前提是不
要强制，也不要排得太多太满，不然孩子就
没有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另外，如果是学
习基础薄弱的同学，李河山老师建议还是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补缺补漏，不然孩子的
学习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失掉信心，产
生厌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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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小玲 黄建和 文/图）童心向党，快乐成长。5 月
21 日，华安县实验小学举行 2021 年校园艺术节、科技节系列活
动暨“六一”文艺汇演活动。

汇演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传统快板《闽南语童谣串
烧》、激情朗诵《红红火火大中国》，还有高山族舞蹈《高山童嬉》
等。热情的舞姿，跳出了师生们的喜悦心情；动情的朗诵，表达
了孩子们浓浓的爱国情怀……活动在全体合唱《鱼戏莲叶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不仅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展现才华的舞台，使孩子

们的个性得到飞扬，也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快乐向上的“六一”儿童节。

右图：学生激情朗诵《红红火火大中国》

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

MM 话题话题

教育终须先教孩子成人，然后才教导孩子成材。而不是一味
去拼成绩，拼高学历，造成本末倒置——

“鸡娃”盛行，你焦虑了吗？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本报讯（徐东升 张森茂）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
际，南靖县书洋中心小学于 5月 24日起，为孩
子们提供免费午餐。

据了解，书洋中心小学双峰教学点有学
生 11 人，这些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学生
家庭生活困难且距离学校相对较远，中午留
住学校且自带饭菜，菜色单一，饭菜冰凉，不
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在调研过程中，南靖县
教育局、书洋中心小学、双峰村“两委”发现了

学生的生活困难。经研究决定，由书洋中心
小学出资修缮学校厨房，添置厨房设备和餐
具，双峰村村委会负责学生午餐费用，学校保
安义务为学生购菜并负责烹煮，大家齐出力
解决学校师生中午就餐问题。

为留守儿童提供免费午餐这一善举，把
关心和温暖送到群众身边，得到家长和学生
的点赞。家长纷纷表示，这是给孩子们最珍
贵的“六一”礼物。学生们吃着香喷喷的午
饭，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留守儿童享用免费午餐

本报讯（李嘉琳 林佳誉）近日，平和县安厚
镇组织妇联、卫计、司法所等部门到安厚镇径内
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校园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安厚镇司法所工作人员立足
学校实际，给小学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校
园教育普法讲座。随后，丰富多彩的游戏活
动培养了同学们的团队意识，增强了团队协
作精神；歌曲合唱活动展示了同学们朝气蓬
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活动的最后，志愿

者为同学们上了“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党课，同学们深受教育，纷纷表示要好好学
习，懂得感恩。当天，志愿者还为在校师生送
去 DIY绘画工具等学习用品。

据了解，径内小学是平和县安厚镇偏远
的小学之一，该校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开展这
次活动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以普
法教育加强法律意识，以音乐律动开启心灵
之旅，以党史教育启迪感恩之心。

送法进校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 文/图）在“六一”
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爱婴芭比公司向漳州
市幼儿园小朋友准备了丰富的“六一”婴幼
儿用品，向祖国的花朵和辛勤耕耘在幼教事
业的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市幼儿园
老师及幼儿代表参加活动。

福建爱婴日用品有限公司赵荣茂董事
长表示，今后企业会研发出更多优质的婴
幼 儿 用 品 ，为 妈 妈 们 提 供 贴 心、温 暖 的 服

务 ，他 们 也 会 将 这 份 爱 心 延 续 下 去 ，用 更
多 的 爱 把 孩 子 们 呵 护 好、培 育 好 ，让 每 个
孩子都拥有幸福、健康的童年。

漳州市幼儿园园长巫燕华对企业的善举
与爱心表示感谢。她表示，恰逢本周五幼儿
园将举办“自主畅游日活动——我的节日我
做主”，会将企业精心准备的婴幼儿用品全
部赠予孩子们，传递这份爱心，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漳州新闻网与闽南日报教
育周刊“童声童谣”栏目组近期完成录制一批红色元素
闽南童谣，芗城实小、华安实幼、龙师附小、长泰二实
幼、南靖四幼等多所小学和幼儿园参与了录制，将通过
漳州新闻网、央视频移动网、闽南云报等推送。

据了解，这批童谣作品为《共产党真正好》《五星红
旗我爱你》《咱部队来拉练》《看老区》。闽南传统童谣
的内容多来自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点滴，是老百姓集体
智慧的结晶。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漳州各小学、幼儿
园积极开展闽南童谣进校园活动，取得较好效果。有
的学校通过社团课，让小朋友共同参与闽南童谣的学

习，传承闽南文化；有的学校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积极
开发校本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课堂进行教
学；有的学校精心组织开展闽南童谣、闽南故事演讲比
赛，营造浓厚的氛围。

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暨中文系汉语言文
学硕士生导师、闽台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张嘉星，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闽南童谣的收集、整理、研究与传承。
她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老师们创作、编
演的这些红色闽南童谣，效果不错。希望童谣进校园
活动能持续开展下去，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闽南童谣、
喜欢闽南童谣。

漳州新闻网与闽南日报教育周刊倾情推出——

一批红色元素闽南童谣献礼儿童节一批红色元素闽南童谣献礼儿童节

漳州市幼儿园接受爱心企业捐赠漳州市幼儿园接受爱心企业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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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顺杰 薛革胜）5 月 22 日，
学生代表们迎着烈日，走进红色基地车本
村开展研学活动。灰瓦小舍、土墙上的红
色印记，娓娓诉说着浴血奋战的激情岁
月。在迎接建党百年之际，漳浦县实验小
学开展“娃说漳浦红”活动，组织学生前往
素有“闽南井冈山”之称的车本村、红三团
旧址、南浦红军楼等九个红军遗址进行实
地走访参观，感受当时红军战士的艰苦生
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并在现场聆听党史领
学员讲述红军故事。

据了解，漳浦县革命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 1926 年就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一
度成为福建工农运动的中心，具有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此次研学活动前期先
由学校老师引导学生查找书面记载、影
像资料，收集并选出有代表性的红军故
事。随后，由学校领导、辅导员老师联合
学生家长，带领学生前往各红色基地或
红军故事的所在地实地参观，在参观过
程中让党史领学员声情并茂地讲述红色
故事，通过这种鲜活生动的党史教育让
学生们坚定信念跟党走，从党史中汲取
追梦力量。

从党史中汲取追梦力量

幼儿园里玩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