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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一个“父母学霸孩子学渣是
什么体验”的话题上了热搜。一时间，曾经
的博士、硕士，现在“愁死”在育儿第一线的
爸爸妈妈们，纷纷保持队型“诉苦”。一个
月以来，这一话题的热度非但不减，还引起
了更大的关注，一些网络大V和高校、媒体
的官方微博，都纷纷转发讨论，里面有调侃
孩子的，也有指出父母问题的。（12月21
日《宁波晚报》）

尽管人类的延续是靠基因代代相传
的，但是基因遗传毕竟不是复制粘贴，出现
一点纰漏实属正常，甚至与父母亲天差地
别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除了智商以外，还
有性格、外貌、身高等方面，要求孩子完全酷肖父
母，甚至还要好上加好，实在有点难。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对父母
学霸孩子学渣耿耿于怀。“老子英雄儿好
汉，老子狗熊儿笨蛋”的老皇历早就应该翻
篇了。其实，更多的时候，遗传方面的原因
倒是次要的，学霸父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
强烈心理落差下，其一言一行所暴露出来

的焦虑感，无形之中让孩子压力山大，反而
更容易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

杭州一所小学要召开家长会，一个女
生的妈妈内疚地说，“女儿曾经给我讲了一
个故事，说有些鸟自己不行，生一窝蛋，希
望蛋行；有一些鸟，自己很行，要求生出来
的蛋比它还行。蛋的压力很大，你知道
吗？”

“蛋的压力很大”， 父母学霸们，你们
知道吗？也许知道，也许不一定知道，最起
码，没有能够将心比心地顾及“蛋”的感
受。事实上，“蛋”的要求一点也不高：“妈
妈，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做到专心，你一直
做到耐心，好吗？”

培养孩子的专心，只要持之以恒，还是
能够做到的。而要求父母学霸做到耐心，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娃学习差得不像亲
生，说多了都是泪”“简直要怀疑当年在医
院里抱错孩子了”“上个星期刚刚把书桌拍
断，又买了一个新的，这娃儿能不能也拍断
了再买一个啊？”……诸如此类戳心戳肺的

狠话，哪个孩子听了不会伤心飙泪？
父母学霸孩子学渣，人为地把成绩作

为唯一标准，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妥
当。况且，孩子的成绩暂时不好，不等于将
来也一定不会好；孩子在读书的理解、接受
能力方面暂时跟不上其他同学，也不能掩
盖其他方面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孩子存
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更多的还是应
该从父母身上去找原因。针对孩子的
现状，父母的科学引导和接受包容才
是重点。

身为孩子的父母，不妨蹲下身来，多听
听孩子的声音，多看看孩子自己的世界，全
身心投入到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中去。就像
宁波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校长舒静说的那
样：“多陪伴孩子，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培养他们对自己学习的责任心，相
信孩子会慢慢进步的。”孩子将会因为
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断进步，终身
受益，这比单纯地抱怨孩子学渣要靠
谱得多。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太不容易
了。”由于父母和独身的哥哥都去世
了，而父亲生前还有一套拆迁安置房
没有领取，为了证明自己是父亲的唯
一继承人，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居民
张铁成先后去了拆迁办、公证处、公
安、民政、村委会等多个部门，又经过
两级法院的审理，历时一年半的时间，
才拿到了胜诉判决，终于得到房屋钥
匙。（12月21日《北京晨报》）

不少网媒转载这条新闻时，都把
标题改作《男子亲人相继去世 领期
房钥匙被要求证明“我是我”》。这样
的“标题党”很有误导性，乍一看，以为
又是一个“奇葩证明”。而要求证明自
己是父亲的唯一继承人，并不是证明

“我是我”；也不是说，难证明的东西，
就一定是“奇葩证明”。继承遗产这种
事，法律上的规定非常明确，并不是什
么高深的法律专业问题，而是常识性
问题，普通人只要能读懂法律条款的
文字，就不难理解这方面的内容。

当房产成了遗产，最大的关键词
是“继承权”，所有的拥有继承权的亲
属，都与遗产有关系，即便是“最直系”
亲属，要想单独继承遗产，必须取得所
有继承人同意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文
书。这种事是非常麻烦的，必须得向
公证处或法院提供被继承人拥有多少
继承人，除了父母，有多少兄弟姐妹、
妻子儿女，都得证明清楚。报道中的
张铁成先生，因父母、哥哥均去世，必
须得提供三位亲人的所有继承人的情
况：有无更多继承人、其他继承人参与
或放弃继承的证明，是必不可少的。

网上流传的一篇法律人士说法、
题为《独生子女无法全额继承父母房
产？是真的》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独
生子女继承遗产的民法常识以及公证
所需的相关证明。到时候，七大姑八
大姨都得涉及，相当麻烦。而如果一
些亲戚长期不来往、找不到，则更麻
烦。但不能因为难证明、麻烦，就说这
些也是“奇葩证明”。这与大活人就站
在面前，仍被要求证明“活着”；明明是
自己拿着身份证，仍被要求证明“自己
是自己”，并不是一回事。

继承遗产问题上的“证明难”，对
我们也是一种提示：应该转变一些观
念。一方面，每个家庭都可以聘请律
师帮助建立家庭档案，为将来可能发
生的财产分配等问题，提前准备各种
证明资料。再就是，成年人应当习惯
对一些重要问题立遗嘱。在有的国
家，立遗嘱或生活中与律师打交道，都
是平常事，而国人因为传统观念的原
因，对遗嘱比较避讳，特别是健康的中
青年人。在家庭家族事务上，也是重
情理而避讳谈法律。正因如此，造成
了很多财产分配、遗产继承上的麻烦，
到时候又抱怨制度规定，痛斥“奇葩证
明”。实际上，很多事情上是因为我们
的思维方式、观念问题，导致了我们自
己的麻烦。

父母学霸孩子学渣，谁之过？

一方面，每个家庭都可以聘请律
师帮助建立家庭档案，为将来可能发
生的财产分配等问题，提前准备各种
证明资料。再就是，成年人应当习惯
对一些重要问题立遗嘱。

继承证明难，
观念应转变

□马涤明

根据2017年江苏省南京初中名校中
考均分排名，排行榜前9名中7家是民办。
学生远离，名校排行榜上节节败退；教师逃
离，离职率节节攀升；资源抽离，资金投入
冷热不均……是什么导致部分公办教育的
尴尬现状？公办教育“褪色”又将给教育生
态带来哪些影响？(12月21日《半月谈》)

公办学校的学校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
拨款，学费更为低廉，教学设施较为完善，
教师还是铁饭碗，长期以来，对教师与学生
都更具吸引力。但近年来，情况悄悄发生
了变化，不少公办学校教师收入不算高，而
职业发展周期长、上升空间小，铁饭碗也不
再稀罕，这造成不少教师逃离公办学校。
而民办学校却“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了香
饽饽。这不仅是南京一地所存在的现象，
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

造成基础教育“民贵公轻”的原因，较
为复杂。比如现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大
量补贴用在了高等教育身上，公立基础教
育的竞争力还缺乏强力支持；另外，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公共教育没能及时与时俱进，

对在线教育等方面不够重视，而一些民办
学校则更有活力，利用在线教育的实时性、
不受场地限制等优势对公立学校实现了

“反超”。
基础教育“民贵公轻”，让人喜忧参

半。忧在公办学校的式微。公办学校是国
家财政拨款，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现在不
少公办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势必对教育事
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寒门子
弟、平民子弟来说，他们没钱选择掌握优质
教育资源的民办学校。教育资源不均衡发
展，对于缺乏选择余地普通人家的孩子，影
响最大，会加重教育不公，也会让寒门子弟
上升的渠道变窄，从而加剧阶层固化，加剧
阶层间的断裂。

而值得高兴的方面在于，民办教育在
强势崛起。长期以来，很多民办学校如同
是“二等公民”，不受待见，从学校地位到教
师待遇，都要“低人一等”。但经过这些年
的发展，民办教育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优
质教育资源逐渐累积，甚至对公办教育实
现了“弯道超车”。民办教育成了“一潭活

水”，让学生有了更多选择，让学生能够接
受更多优质教育。

所以，对于基础教育“民贵公轻”现象，
要能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只看到其对教
育生态带来的恶劣影响。而且一些公办学
校日渐式微，并不能怪在民办学校身上。
当然，民办学校越办越好，会将公办学校原
有的优质生源、优质师源吸引过去，但这也
在于一些公办学校不思进取，不能与时俱
进，以及欠缺对基础教育投入所致，与民办
学校并无直接关系。况且民办学校的“崛
起”，本来更应该让公办学校奋起直追，应该
成为公办学校反思己过、努力向上的动力。

所以，对于教育“民贵公轻”，更需要教
育部门、公办学校认真反省，积极应对，国
家也要加大对公立基础教育的投入，让公
办教育与民办教育能够“齐头并进”。以前
的“公贵民轻”，现在的“民贵公轻”，都不是
正常的教育生态，都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的不平衡生态。要让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

“两条腿正常走路”，这事关教育均衡发展，
事关教育公平。

教育“民贵公轻”让人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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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钢

□戴先任

一些公办学校日渐式微，并不能怪在民办学校身上。民办学校的
“崛起”，本来更应该让公办学校奋起直追，应该成为公办学校反思己过、
努力向上的动力。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1984名处于适婚年龄的未婚
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1%的适龄未
婚受访青年被长辈催过婚，69.2%的适龄未
婚受访青年觉得长辈催婚给自己带来了较
大压力，49.6%的适龄未婚受访青年因为常
被催婚变得不愿与长辈交流。（本报今日
13版报道）

每逢佳节被催婚，这让不少年轻人在
面对过节这件事时，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
一些感情上无甚进展的年轻人，甚至因为
怕催婚而不愿回家。年轻人的压力乃至对
长辈的抱怨其来有自：一些长辈先入为主
地认定年轻人“玩心太重”、“没责任感”，似
乎单身都是年轻人的错，却忽视了年轻人
也有情感需求，但却不得不面对婚恋竞争
激烈与交友渠道狭窄之间的冲突、“理想丰
满”与“现实骨感”之间的矛盾。长辈关爱
年轻人的婚恋状况没有错，但应避免催婚

干预、越俎代庖。
但催婚只是长辈们单方面的问题吗？

恐怕也不是。起码那些一味逃避催婚及因
为被催婚而不愿与长辈交流的年轻人（在
调查中占了将近一半）应该想一想：是催婚
让你和长辈变得没话说，还是你本来就和
长辈没话说，导致长辈只能拿催婚说事
儿？长辈也不是个个都喜欢自讨没趣，非
要跟年轻人说他不爱听的婚恋话题，但很
多时候，随着年轻人与长辈生活空间的分
隔、相处时间的锐减，两代人之间的交集已
经越来越少。除了催婚，还能说什么呢？
这恐怕是两代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抱怨长辈的催
婚，不如想一想，即便自己在婚恋问题上不
能让长辈满意，在别的方面能否为长辈做
点什么。一方面，催婚是长辈与年轻人交
流、掌握年轻人生活状态及对未来想法的
一个抓手，只不过是一个展开话题的“药引

子”，年轻人不妨在面对催婚时顺势对长辈
敞开心扉、坦诚相告，让长辈多了解自己在
外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父
母长辈也是有虚荣心的，看到身边的朋友
都抱上孙子了，难免觉得自己落后了，这时
候，年轻人能不能在别的方面，为父母长辈
提供一点谈资、找回一点面子？

说到底，并非催婚导致两代人关系的
紧张，而是长期亲情交流不畅的矛盾在催
婚中集中爆发。我们常说经营爱情、经营
友情，其实与长辈的亲情也是需要经营的，
需要花心思的。能不能多体谅长辈、创造
机会交流陪伴，不谈结婚，主动谈点别的长
辈还会不乐意吗？即便绕不开催婚话题，
即便一时仍是单身，能不能跟长辈说说潜
在的对象，让长辈给自己出出主意，让长辈
体会到被需要的温暖和对自家孩子脱单的
信心呢？多点反思，少点抱怨，就连催婚也
可以变得美好。

面对催婚，抱怨之余也要反思
□□段思平段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