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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对任何
一个辛苦陪伴孩子十几年的妈
妈而言，都应该是欣慰的。

可这些天周围人接连不断
的建议，让我这些年积攒的怒火
到了临界点。

我真想问问他们：对孩子
他爸，你们怎么不专门打电话，
或者面对面“教育”一番呢？孩
子已经成年了，上大学选择什
么专业，毕业以后是读研、出国

还是直接工作，连我这个陪伴他
升学之路的妈妈都不想过多干
涉，你们凭什么来规划呢？

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孩
子每一天的学习、每一次的考
试、每一阶段的升学，以及孩子
从儿童成长到少年，再到 18岁
成年的风雨兼程，只有陪伴亲历
才能感受其中的滋味。我想说，
带好一个孩子有多累，不妨自己
来试试。 （沈芳 林贝贝）

● 带好孩子有多累 指手画脚的人来试试

孩子成绩好坏
妈妈都难做

丧偶式育儿，一个精
准狠毒的新词，却是大部
分中国家庭的现状，爸爸
只管工作，妈妈则又要工
作又要培养孩子，分身乏
术、身心俱疲。越来越多

“隐性单亲家庭”中的子
女教育问题，一边倒地压
在了妈妈的肩上，妈妈们
被理所当然地默认为子
女成才的“第一责任人”，
担子重得让人喘不过
气。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包括爸爸都是围观群
众加场外指导。孩子的
成绩单分数就是妈妈的
人生价值，不论这个成绩
单是好是坏，妈妈总是得
不到公正的评价。

我们为写作业到深
夜、周末上提高班的孩子
们呼吁“减负”，又有多少
人看到了为儿女成绩提
高、考级过关而操心的妈
妈们的“沉重包袱”呢？
动辄指责孩子妈妈没有
尽力、不够尽心的亲人，
是不是也尝试着挑一挑
她们的担子，感受一下自
己能负重几何？孩子们
需要快乐地成长，妈妈们
何尝不希望把陪伴学习
的压力也转化成快乐呢？

倾 诉 是 宣 泄 ，
是 释 放 ，是 寻 找 共
鸣 ……徘徊在市井
喧嚣中的您在情感生
活中有什么烦恼，请
联系我们，我们倾听
您的诉说。只要您的
故事是真实的，都有
机会见报（我们会采
用化名）。我们不仅
可以给您一分坚定的
支持，也许还可以帮
您走出感情的漩涡。

本栏目长期征集
感情故事。

参与方式：1.拨
打 倾 诉 热 线 ：
4940000；2.直接写下
您的经历投稿（邮箱：
pdswbqg@126.com）；
3.留下您的 QQ 号或
微信号网上私聊。

征集

讲述人：苏女士
性别：女

年龄：38岁
职业：出纳

讲述人：金女士
性别：女

年龄：47岁
职业：设计师

儿子成绩不佳
家人都来责怪我

孩子成长目标逐年提升
我已无能为力

儿子小升初的成绩出来了，
不是一般的不理想，简直是一团
糟。近来家里人几乎都不怎么
说话，为了减轻孩子的心理压
力，我还是带他出去玩了两次。

趁着孩子和小姨下楼买东
西，我和老公讨论了一下孩子上
学的事情，还没说几句，老公就
开始暴跳如雷地指责我：“孩子
这些年都是你带着，你选的各种
补习班，你辅导的功课，可是孩
子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现在
你看看这成绩，就算上了初中都

不一定能毕业！”老公的大嗓门
惊动了客厅的公婆，老人起初是
来劝架的，后来话里话外又说我
前段时间出差次数太多，这么关
键的时刻应该天天守着孩子，老
人接孩子很不方便，也不会给孩
子辅导功课，他爸爸在外面忙，
回家得休息什么的一堆话。

可是所谓的出差就是当天
下午从单位直接去外地，第二天
下午回来就直接去学校接孩子，
难道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家
里的其他人都不应该搭把手吗？

●来自老公和公婆的指责

确实，自从儿子出生以后，有
关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包
办，理由很简单，在老人眼里孩子
是宝贝，要什么给什么，再不插
手，溺爱会导致孩子变得没规
矩。老公也没有个当爸爸的样
子，只当孩子是个玩具一样，根本
没有管教的意思。

我一直都认为妈妈应该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多时
候，决定孩子人生高度的关键不
是分数的高低，而是人格心灵的
健康健全，应该培养孩子做个有
礼貌有原则、有良好行为习惯的
人。面对孩子的教育权，我就更
不敢交给别人。

●别人指不上 自己全包办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也是
这么做的。我儿子小时候早教还
不是那么时兴，我就看书按照月
龄和年龄开展家庭早教。能做的
我都做到了，孩子也特别聪明听
话，我工作多忙都没有放松对他
的教育，就连我发烧的时候都坚
持送他去学画画。

上学就更别提了，每天陪着
做功课，有问题就和老师沟通，学
习一直不那么顺利，男孩子小学
本来成绩就不如女孩子好，我想
自己不放松，绝对能跟上，暑假里

各种小班也都报齐了。从四年级
开始，孩子的成绩变得特别不稳
定，我能做的都做到了，真的不知
道还能怎么做。

现在平时不管孩子的主，一
个一个跳出来指责我，我真是又
委屈又恼火，这种委屈和恼怒又
无从发泄。现在儿子除了学习不
尽如人意，其他方面真是一个善
良懂事有礼貌的孩子。但只要学
习不好，从学校到家长又都不认
为这是个好孩子，自然我也就不
是一个好妈妈了。

●从早教到上学一刻没喘息

孩子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就
在前些天，是一所还不错的985
院校。录取的专业虽然不是最
好的，可我觉得，我和孩子都尽
力了。

但家里其他人不这么想，一
直耿耿于怀，认为“孩子考砸了，
应该能考上更好的专业”。这样
的话，孩子奶奶和姥姥从看到录
取通知书到现在，叨叨了不下几
十遍。几个关系比较近的亲戚，
说得也很直白——小玮还能再

考好点儿，要不上学以后再转个
专业吧。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考虑
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从孩子
上幼儿园、上小学开始，到现在
考上大学，周围人给出的建议能
装一火车。现在我还记得，孩子
中考那一年，光是咨询会我就带
着孩子跑了三天，而家里的长辈
亲戚，还每天晚上准点打电话听
我的“汇报”。当然，今年的高考
咨询也是这样。

● 孩子考上大学 我却没感到“如释重负”

孩子从小到大上学的事，都
是我“包办”的。这么说，感觉我
们是单亲家庭似的。

实际上，这一大家子人，就
我一人忙乎孩子学习的事儿，别
人都是动动嘴。孩子要上幼儿
园了，长辈们提前一年提醒我，
让我去考察选择幼儿园。孩子
要上小学了，又有亲戚建议，是
不是考虑让孩子上一所有名的
小学？到了孩子升学的关口，就

更热闹了，家里人七嘴八舌地聊
孩子的成绩、议论当年的升学政
策，甚至还对填志愿的事情，给
出若干建议……

种种这些话，全一股脑儿地
冲进我的耳朵。可最后求人帮
忙、找人咨询的，还是我一个
人。忙过一圈，还要跟他们解释
来龙去脉、汇报最终结果，要是
有一点说不到位或不及时，立即
就有人打来电话追问。

● 不平衡 孩子上学都是我一人的事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