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总是拥有你所缺乏的优点

和别人家孩子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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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

游戏，不看电视，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

一；这种生物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是父母勤劳的

小帮手；这种生物长得好看，写字好看，成绩单也

好看，就连他的手指甲都是有小太阳的。

那种生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近日，教育部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
网公布了46个我国公民主要留学国家1万
多所学校名单，基本涵盖我国公民主要留
学目的地国的正规高等学校。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我国
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增多，中外教育机构之
间的合作日趋频繁，部分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国外学校质量存在问题。一些国家近
年来所新办的私立学校质量较低，甚至频
繁出现倒闭。同时，部分留学人员和家长
选择自费出国留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自
身留学能力特别是独立生活和学习能力也
有欠缺，出国后很难适应。

教育部称，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
据，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出国留学系通过留学中介，有的地区这个
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是，确实
还存在极少数留学中介受利益驱动，通过
发布虚假留学信息或签订不负责任的中介
服务合同等欺骗留学者的现象。

教育部提醒出国留学的学生：对于那
些未列入公布名单的学校，务必注意通过
可靠渠道了解其实际情况。

近日，教育微信“升学宝”做了一个小调
查。

别人家的孩子的确强大——在参与问卷的
200位家长中，78%的家长都会用“别人家孩
子”来激励自家孩子。这其中，超过一半的家
长表示，“别人家的孩子”出现频率还挺高。

调查还显示，小孩年龄在 7—18 岁的家
长，最常提及“别人家的孩子”，比例高达
74%。

那么，他们口中“别人家孩子”，究竟是
个怎样的存在？

35%的“别人家孩子”，是孩子的同班同
学，或是孩子认识的邻居、朋友；34%的是同
事、朋友家的孩子，还有24%的是网上、报刊
杂志上看来的励志榜样。

还有一个有趣的答案——这个“别人家的
孩子”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许多家长承认，
自己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有想象的成分，这
其中有17%的家长说出来的故事，虚构成分超
过一半。

问卷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问家长：你最常
和孩子说起别人家孩子的什么？

尽管具体的话语不尽相同，但“别人家的
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他总是拥有、而且
恰好拥有自家孩子所没有的优点：孩子若是在
家懒惰成性，那故事中的“他”，一定是父母
勤劳的小帮手；孩子若是吃饭挑肥拣瘦，那

“他”一定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胖小子；孩
子若是成绩不稳定忽上忽下，那“他”一定是
每次都名列前茅且依然坚持用功、每天不复习
到深夜不休息、精力旺盛双目放光一举手一投
足都散发着智慧光芒的尖子生——别人家的孩
子总是这么极其有针对性地优秀着，种种“闪
光点”让孩子在讨厌“他”的同时也顺带鄙视
自己。

其实在家长们对“别人家孩子”的描述
中，我们也能寻得一定的规律：上学前，比的
是行为习惯；上学时，比的是成绩；毕业时，
比的是证书；而工作后比的则是职业、收入；
再往后，还要比找对象，比生娃……

没错，“别人家孩子”始终与自家孩子相
生相克，一起长大。

上学前（1—3岁）：
还不识字，就很懂事

“你看看隔壁家小妹妹，比你还小
几个月，吃饭都不要妈妈喂的，你还这
不吃，那不吃。”

幼儿园阶段（4—6岁）：
行为习惯、个头、识字都很厉害

“跟你一起玩的小嘟，认识那么多
字，还会背乘法口诀表呢。”

“楼上小丽很懂事，玩具玩好自己
都会整理。”

中小学阶段（7—18岁）：
学习好、运动好、特长多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那小脑瓜子
装的全是知识。你啊，就知道吃。”

“你看人家小 Y 这次又比你考得
好，人家做题就是比你仔细。”

“你表姨家的**可真争气，这次奥
数比赛又拿奖了，你不能总想着玩，好
好学学人家。”

“同样都是学钢琴，人家 6 级都考
出了，叫你练个琴怎么这么难。”

大学及毕业后：
考研、考公、工作好

“跟你同寝室的小丁没毕业就找好
工作了，你还每天睡到太阳晒屁股不肯
起床。”

“你看你表弟都考上研究生了，以
后还要出国呢。”

“跟妈妈一个办公室的王阿姨家的
儿子，工作找得好，还有个正儿八经的
女朋友。”

毕业几年后（25岁+）：
嫁得好、赚得多、生育能力都

比你强

“喏，妹妹比你小一岁，都怀上二
胎了，你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你同学都升职当经理了，一个月
工资 8000 多块呢，你还打着那份一辈
子都不会升职的工。”

每到暑假，“别人家孩子”
就特别活跃——

别人家的孩子长成记 ■■ 看学界看学界

教育部公布
46国正规学校名单

“父母教会我”成今年
《开学第一课》主题

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开学第一课》仍将在 9月 1日央视一
套综合频道与全国中小学生如约相见，以

“父母教会我”为主题，旨在引导父母当
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做孩子的好榜样，
帮助广大青少年养成诚实守信、孝敬感
恩、团结友善、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传
承中华传统美德。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节目分
为“孝”、“礼”、“爱”三个篇章，以

“强”作为尾声。在嘉宾演讲、人物故
事、文艺表演和互动游戏等环节选取了来
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和明星嘉宾一起展示

“家风”的力量；同时节目还引入了创新
环节——“说文解字”，通过“大头儿
子”和“小头爸爸”两个卡通人物的对话
来阐释各篇章主题字的构成和含义，力求
以生动、活泼、多元的方式寓教于乐，带
领广大中小学生去发现并传承父母身上的
良好习惯和美好品质。

从 2008年至今，由教育部和中央电
视台联合推出的品牌节目《开学第一课》
已经陪伴全国中小学生走过了 6 个新学
年，今年的《开学第一课》首次将“父
母”的角色引入了孩子们的开学课堂。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希望通
过这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和
父母们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将“父
母教会我”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暑假 校长都去哪儿啦
当学生们放松身心、四处旅行的时候，可知道校长们都去哪儿了

吗？假期里，大中小学的校长们自然都没闲着，利用这样一段完整的时
间，他们有的忙着做学术研究，有的忙着带队组织学生活动，有的忙着
监督学校修建工程……校长们的假期过得一点都不轻松。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深入医学院调研

今年暑假，清华校长陈吉宁到医学院调
研，与医学院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就学科发
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
座谈。陈吉宁说，医学院的建设要坚持以人
才培养为根本，始终将培养造就未来中国医
学领域的领军人才放在首位；要以引进杰出
人才为重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带动学院各方面工作的整体发展；在大力开
展医学前沿研究的同时，不断加强临床医学
学科建设，完善学院发展模式，提高学院综
合实力。学院要始终坚持开拓进取、创新发
展，力争早日跻身于国际顶级医学院之列。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
暑期走访学生宿舍

7月28日至29日，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
走访了学生宿舍和部分暑期值班单位，与师
生们交流学习与工作，并查看了部分学院的
教学科研设施，他叮嘱同学们从年轻开始就
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要虚度了年华。

8月4日中国化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在

北大举行，王恩哥院士致欢迎辞，并简
要介绍了北京大学化学学科的发展情况。
8月11日，西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大
学捐赠两亿人民币，王恩哥到场接受捐赠。

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学术和慰问两不误

学生在哪儿，校长就出现在哪儿。今
年，人大的学生在江苏省南通市参与“千人
百村”社会调研活动，7月26日至27日，校长
陈雨露在南通看望学生，并前往宿迁看望中
国人民大学校友、“中国网事感动2013”第三
季度感动人物、大学生“村官”亓俊先。陈雨
露听了学生们的调研汇报，并从专业的角度
给予指导。会后，他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与宿
迁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除了探望学生，陈雨露作为一个学术型
校长也有不俗表现。8月13日，人大举行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主题论坛。陈雨露
发布报告倡议，在APEC架构内，通过金融
创新推行公私合作制新模式（APPP）。

北工大副校长吴斌
“泡”在体育馆筹备大羽赛

为 期 6
天 的 第 18
届中国大学
生羽毛球锦
标赛于 8 月 5
日，在北京

工 业 大 学 体 育 馆 开
幕。作为本届大羽赛组
委会执行主席，及参与

“校长杯”角逐的选手，吴
斌副校长整个暑假都“泡”在了体育馆里。

在大羽赛“校长杯”项目中，北工大
共选派 3名校领导参与，吴斌便是其中一
名，这也是他首次参加“校长杯”的角
逐。由于赛事筹备占用了很多时间，因此
他真正参与比赛训练的次数仅有三次。平
时就热爱运动，尤其酷爱乒乓球的吴斌始
终把运动健身当成是减缓压力、增强体质
的最好方式。他认为“校长杯”重在参
与，“参加比赛的校长年龄都在 50 岁上
下，甚至还有临近 60岁的老校长！”他希
望更多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像
他们一样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运动
健身当作一件终生坚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