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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呵护型
蹲下身的林志颖获最佳爸

爸好评。对四岁儿子林志颖做
得最多的动作就是蹲下来跟孩
子讲话，让孩子感受到父亲对
自己的重视。“你想吃包子还是
饺子？”Kimi答曰吃饺子，林志
颖就果断做出饺子，儿子的每

个感受他都有注意并加以肯
定，是典型的鼓励呵护型老爸。

●严厉型
郭涛相比下来就显得比较

严厉，以纯爷们态度教育孩
子，不过也失之简单，前提是
家里必须有一个全能辣妈。

●朋友型

张亮最年轻，更像朋友，
喜欢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孩
子，不过也会像大多数家长一
样，强调“面子”。

●中国式家长
田亮被评为典型的中国式

家 长 ， 第 一 集 遭 到 最 多 批
评，但其实他是最真实的父

亲，爱女儿，有时候不知道
怎 么 才 能 更 好 地 爱 ， 不太注
意孩子感受。存在感最弱的爸
爸王岳伦感觉是为衬托女儿存
在的，太伶俐的女儿反衬出太
木讷的老爸。

“当妈标准”网上连续翻新
妈妈们吐槽“不容易”

“下得了菜场，上得
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
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
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
文，做得了小报。懂得了
琴棋，会得了书画。搜得
了攻略，找得了景点……
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
崩溃，熬得过岁月沧桑！”
这是最近流行的“当妈新
标准”，直接将“临行密密
缝”传统妈妈形象升级成
“十八般武艺精通”的超
级辣妈。也有网友感叹，
这哪里是好妈妈标准，简
直就是全能奥特曼，“请
问爸爸在哪里”！

“我儿子上周学校秋游，直
接要求我做寿司、炸鸡翅、面包，
买得都不行，学校里要求自己
做。”儿子的这个要求让苏女士
犯了难，平时工作比较繁忙，再
加上厨艺不精，做这些技术活确
实比较为难。“没想到儿子直接
激励我说，‘妈妈你平时老是要
求我认真学习，你认为不能主动

学习，表现怎么会更优秀呢’？”
苏女士表示，对孩子的提示她表
示非常惭愧，在群里感慨了一
下，没想到竟然引起了妈妈们的
集体吐槽。

“我女儿在一家英语培训
机构学英语，每周作业发到手
机短信里，语法词汇都需要家
长辅导。”陈女士女儿是小学四

年级学生，自嘲幸亏大学里四
级过关，不然还真会被孩子轻
视。

不少妈妈们在群里讨论得
最多的还有各类机械的使用：面
包机、酸奶机、豆芽机、烤箱……
分享各类食谱和制作秘诀。

不会上网和下载的妈妈会
被“鄙视”，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在

班级群共享里，自己下载打印，
完成作业。

当然还有，你要记清楚孩子
科技课上所用飞机的型号，篮球
课需要带 5 号球还是 7 号球，羽
毛球课需要穿的羽毛球鞋款式，
做带视频音频的PPT！

这些都不会，你怎么要求孩
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当妈必备：网络达人、美食里手

“现在的妈妈很多都接受
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本身文化
程度较高，要完成这些任务
并不吃力。” 80 后妈妈肖女
士 认 为 跟 孩 子 做 的 这 些 事
情，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丰富
有趣，确实是与孩子一起成
长。而焦虑型的家长则表示，
要孩子优秀，家长的付出是必

要的，身体要好，营养要抓上
来；另外，孩子学习压力大，
家长有必要进行协助和辅导，

“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那
是一定的。

也有家长认为，现在妈妈
成了家庭主要教育者，所有教
育责任压在妈妈肩上，责任太
重大。

“小时候妈妈的功能主要
是做做饭洗洗衣服，现在妈妈
在家里是严母，是孩子教育
主力。”从事教育研究、湖南
商学院老师李芊表示，严母
慈父已成代表性家庭教育现
象，“父亲过度放养，母亲过度
约束，都是家庭教育的两个极
端。”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也
成了家教类书籍的基本主题。
《好父母决定孩子一生》作者、
亲子教育专家、两性关系专家
陆惠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表
示，在该书的引言她有一句话

“一个好母亲，幸福三代人”，
提出了“一个女人是主要家庭
的培养者、教育者”的观点。

多数妈妈成家庭的主要教育者
好妈妈标准怎么提到如此高标准？

对妈妈要求越来越严苛，
爸爸去哪儿了呢？

最近热播的 《爸爸去哪
儿》同样把怎么当好父亲话题
炒热，各位在各个领域颇有建
树的父亲不得不面对 50元钱搞
定两天生活的琐碎，“好父亲”
还真不是那么好当。

从教育理论上来说，爸爸
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影响
更大，但是父亲似乎都更喜
欢 扮 演 “ 放 手 民 主 型 ” 角
色 ， 教 育 的 重 担 交 给 母 亲
后 ， 自 然更多成为孩子的玩
伴，扮演起朋友的角色，“幼稚
点卖萌点更好”。

在一所小学任教的资深班
主任刘真则认为，好妈妈的标
准确实带上了“时代”烙印，

“现在孩子综合素质活动越来越
多，需要家长的参与合作活动
也多。”

曾是某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课程资源建设专家冯辉梅表

示，好妈妈新标准的流行也说
明妈妈群体整体素质提高，“不
过妈妈们不必太焦虑和卖力，
弱化了父亲的教育功能，妈妈
越卖力，父亲越放心，阵地越
退缩，家庭教育陷入一人独大
的恶性循环中。”

“爸爸去哪儿”引发父亲在家教中定位讨论

“孩子受挫了，应该如何应
对”、“妈妈不在，爸爸如何跟孩
子说”……明星亲子真人秀《爸
爸去哪儿》节目热播，在奉献娱
乐趣味的同时，几位明星爸爸的
育儿方法引发了观众对于亲子
教育的共鸣。 近日，全国知名
的亲子教育专家刘红梅针对相
关的教育话题，进行了一场名为

“如何爱，孩子才能收到爱？”的
讲座，200 多名听取讲座的爸爸
妈妈颇有收获。

刘红梅是深圳的孙瑞雪教
育机构资深教育专家，此次应

《爸爸去哪儿》节目的合作伙伴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的邀请，携手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青鸟种子，举办了这
样一场公益讲座。

林志颖遇到亲子教育问题
往往从正面思考，将死蜘蛛说
成“玩具”，通过精细沟通来化
解小小志的困惑，而田亮面对
女儿的各种小状况往往手足无
措，只是自念紧箍咒来约束自
己的脾气……刘红梅认为，不
同类型的爱会带来不同的结
果，而父母们不恰当的爱一般

分为：吵架型、冷漠型、丧失
空间型、间谍型、灌输知识
型、替代型、放任型这七种，
以及这七种类型的爱给孩子的
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分别有
哪些。孩子5岁的李伊依说，讲
座中指出了不同类型的父母应
如何给予孩子的不同的爱，以
及如何帮助孩子成长，让听讲
者能对号入座，非常有针对性。

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
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
接触，父母的这些举动，能将自
己对孩子的关爱准确传递。这

也是刘红梅认为的家庭教育中
爱的“秘方”，而家庭亲子教育的
底线是父母永远不要对孩子说

“我不要你了”。她认为，这句话
扼杀了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安全
感和归属感，产生的被抛弃感会
一直留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长
大进入婚姻时代之后，就会对自
己的另外一半没有安全感。因
此，无论父母们如何吵架，甚至
有一天要离婚，都不可以随意地
对孩子说这句话，而是要通过正
确的渠道让孩子了解到父母将
不在一起生活的事实。

专家建议：不要对孩子说“我不要你了”

解读《爸爸去哪儿》中的教育方式
从明星看老爸风格

29日，清华大学 2014年“新百年领军
计划”推荐资格的中学名单确定，北京地区
共有23所中学入选，获得“领军计划”认定
的学生将享受高考总分最高降 60分录取
(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享受最高降至一本线
的录取优惠)以及最高加 30分选专业的优
惠政策。

今年，清华大学根据各中学近年考入
清华的学生质量、数量及在校综合表现，共
确定全国309所中学具有“领军计划”推荐
资格。其中北京地区共有23所中学入选，
与 2013年相比，新增了北京交通大学附属
中学和中关村中学两所学校。

清华教师将到各个获得“领军计划”推
荐资格的中学，对“领军计划”的潜在入选
者进行重点考察，主要考察学生的为学为
人、全面素质和“清华特质”(自强、厚德、忠
诚)。从学生的高中三年学业成绩、高中阶
段的综合表现(如课外学习及获奖情况、参
加社会工作与社团活动的情况、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情况等)、接受大学招生教师的重
点考察、参加清华大学综合考核(包括综合
面试、体质测试等)几方面进行评价及最终
认定。

清华大学认定考生
最高降60分录取

“江苏省有各级各类专任教师 80万，
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位教师”。29日，江苏
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湘宁介绍了江苏师资队
伍总体概况，对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
务的师德建设，其表示，将建立社会监督机
制，采取“一票否决制”。

据介绍，江苏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4000所，有各级各类专任教师80万，按照
江苏省常住人口 7800万计算，每 100个人
中就有一位教师。总的来看，江苏省师资
队伍建设是有显著成效的，且不少指标实
现重要突破。

然而，教育发展要以教师为本，教师素
质则以师德为先。师德也是教师队伍建设
的首要任务。杨湘宁称，江苏在 2011年便
出台了《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关于切实
解决当前师德突出问题的通知》中便分析
了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
校教师存在的师德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
的要求。

作为教育大省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师德
师风建设？除了会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责任
意识，校长要亲自抓师德建设，还要制定约
束机制，规范职业道德，以及宣传优秀教师
先进典型，营造良好氛围外，还将建立社会
监督机制，杨湘宁透露：“即将实施的中小
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中，师德师风是
重要的督导内容之一。各地和各级各类学
校也要面向社会设立师德举报投诉电话和
师德信箱，主动接受学生、家长的监督，逐
步建立师德师风建设的群众评价机制。坚
决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江苏监督师德
实行一票否决

只要条件符合，浙江高校可自主设置
专业，不再“受困”于繁琐的上报程序，高校
专业的设置权正式由“行政拍板”步入“高
校说了算”。这得益于该省教育厅日前出
台的“关于落实和扩大普通高等学校专业
设置管理权”的专项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凡具备稳定的社会人
才需求、学校办学符合教育部基本办学条
件指标、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有完成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应办学条件等条件的
高校，允许其自主设置本校专业，省教育厅
对此只进行形式审核。

为防止放权后导致专业设置的盲目和
随意，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王国银
表示，教育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布本省鼓励
类、限制类专业目录，发布近3年各专业就
业、布点、招生以及社会对人才的总体需求
等情况，作为高校专业设置的重要参考。

专业设置权的下放，引来了省内高校
的叫好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
叶志良告诉记者，这项政策给高校带来的
最大好处，就是提高了“专业围着经济社
会发展转”的速度。他说：“如今，学校
可以根据旅游行业和政策的变化，随时增
设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或取消落后的专
业，学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便能与社会发
展更吻合。”

浙高校可自主设专业
部门只进行形式审核

（本版综合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