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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鸡娃，不要鸡娃，少在淘

宝买作业。不要鸡娃，不要鸡娃，多

给我们放放假。……我爱爸妈么么

哒。”6名小学生穿着校服在操场一

角跳舞，嘴中唱着“不要鸡娃”之歌，

面无表情，动作机械。这首歌一半

是请求、一半是要求，充分表达了孩

子们想要少作业、多休息的愿望，最

后还用一句“我爱爸妈么么哒”来软

化家长的内心，减少“对立”意味。

这个视频出自某电商平台。开

学那几天，许多家长都喜欢给孩子

添置学习用品、教辅资料；有的家长

怕买不够，也不知道能买啥，于是就

搜“开学买什么”，看看别人是怎么

买的。一搜，就跳出来这个让人哭

笑不得的视频。

这两天，再搜索“开学买什么”

已经看不到这个视频了。但搜索列

表中，习题、教辅等商品还是不见踪

影，一定要加入精确的关键字才现

身。

暑假里，“双减”政策正式落

地。从年初起，一系列强有力预热、

配套性的措施，充分体现了国家重

塑教育生态的决心：作业、睡眠、手

机等几项管理、打击学区房、整顿校

外培训……

反观现实，部分家长的心理负

担并没有随着政策一并减轻，反而

越来越重。随着禁止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设重点班、禁止培训机构使用

超前超标教材、上海小学不再组织

英语考试等政策的发布，谣言也传

出不少。比如，“书店下架英语教辅

书”“网盘上所有的教辅资料都将被

删除”等，不少家长慌了，对教辅资

料的需求激增。

成都市一个早已将群名“鸡娃”

二字变为“躺平”的家长群中，家长

们仍然在分享自己购买教辅的“攻

略”，包括购买的种类、途径，有的家

长半夜十二点还在分享教辅拼团链

接；有的化身“游击队员”，在家和工

作地点附近的书店“踩点”考察教辅

上架情况。

上周末，一书店内人头攒动，许

多家长与孩子一同来挑选教辅资

料。施女士的手上已经拿了两本语

文的教辅，一本教材解析，一本阅读

拓展，正在挑选英语资料。施女士

的女儿在小学读五年级，以前报的

校外培训停了线下课，这学期开始

在周内晚上上网课。问及“双减”政

策，施女士一脸坚毅：“我们是不可

能‘躺下’的。”

据网易新网报道，上海书城店方

提供的数据显示，开学近三天教辅销

量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同比增长

13%。然而，买是买了，但据另外一些

家长的经验，这些买回家的教辅有多

少能够做完，就另当别论了。

肖杨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初中，

老二刚上二年级。前两年老大刚从

小学毕业，整理出了一大摞教辅书，

其中至少有一半是“7 成新”的状

态。到了老二这里，尽管有老大留

下的资源和使用经验，肖杨还是控

制不住想给孩子买教辅的手。肖杨

说，一方面怕老大留下的资料过时，

“另一方面其实也就是图个心安，买

了就有得做，不买就没得做嘛。”

“双减”政策落地，多项配

套措施并行，力度空前。有的

家长跟着政策走，有的则转移

“战场”，校外培训从线下转线

上，或者干脆自己辅导。……9

月，全国中小学开学之际，某电

商平台上一个“不要鸡娃”视

频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疯狂转

发，许多网友表示过于“魔性”，

已经被“不要鸡娃”洗脑了。

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能健康成长，有所作为。

但“鸡娃”，需要以尊重孩子个

性为前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

标和计划。盲目跟风、揠苗助

长式的“鸡娃”，不但可能起反

作用，还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不

可逆的身心伤害。

文中提到的家长肖杨，她的心态是

大部分家长的缩影。尤其是在“双减”

政策的刺激下，更催生出了一种“此时

不囤，以后就没得买了”的氛围。电商

平台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放出“不要鸡

娃”的小视频，既是跟家长们开个小玩

笑，也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表态。

但这个小玩笑背后，却藏着千万家

长的无奈，有多少家长在“哈哈哈”之后

叹气：谁不想“躺平”呢？

许多家长表示，让他们不得不“鸡”

的是义务教育尽头的中考，不愿意让孩

子读完初中后就直接开始职业教育。

事实上，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书

中自有黄金屋”……在老百姓的传统观

念中，读书是一件高尚的、重要的事；在

今天的家长看来，成绩与升学直接挂

钩、升学结果则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

直接相关，能去普高，就不去职高。

但反观现实，当今我国的高技能人

才异常稀缺，大量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后

就业困难，发展方向模糊，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再加上近些年国际国内的形

势所迫，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对高科技核

心技术的研发，其中，对高级技术工人

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家长

应该意识到，培养更多专业的高级技能

人才——这才是中考分流的应有之义。

职业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家长

是时候调整观念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

流，才能让努力事半功倍。

说到底，适度、科学的“鸡娃”并没

有错，但朝着什么目标“鸡”、以什么样

的节奏和方式去“鸡”，则需要家长细细

斟酌。强加自己的意愿而不顾孩子的

想法、拔苗助长式的超前学习，轻则降

低学习兴趣，重则损害孩子身心。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在其《教

育的100种可能》中提到，教育的本质，

是陪伴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尊重眼

前的这个孩子，不是因为他将来“很可

能”成为杰出人物，而是因为无论现在

还是将来，他都是一个有尊严、有个性、

有着丰富内心和独立思想的人。

“使一个人努力在某件事上表现自

己，表现出自己的优点来。”李镇西认

为，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教师、医生、

空姐、飞行员、艺术家、科研工作者、公

交车司机、火锅店老板、足球教练、摇滚

歌手……每一个孩子都有独属于他的

“火花”，并非“双一流”大学出身、做科

研、做老板才叫“成功”。

家长与其强行“鸡娃”，不如让娃找

到自己生命的“火花”，用爱“发电”，用

热情“自鸡”。

记 者 手 记

“双减”之后，抢购教辅为哪般？

如何在给孩子留出充分休息时

间的前提下，把教辅的作用最大

化？怎样挑选和使用是关键。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汪书

涵深知要提高孩子的语文素养，仅

靠刷题、积累解题“套路”是不行的。

首先，对于一二年级的孩子来

说，夯实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是最重要的。汪书涵的孩子刚刚升

入三年级，在这之前，她只注重三件

事：练字、阅读、背古诗。“三年级是

奠定孩子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关键时

期，这时就可以挑选一些教辅给孩

子用了。”汪书涵提醒家长，无论哪

个阶段，教辅都是“在精不在多”。

“教材的课文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每

一篇都有语文学习最基础的知识点

和方法。把课文吃透，在这个基础

上再去拓展阅读和写作，效率是最

高的。”

汪书涵为孩子选择的教辅不

多，一本用作工具书的《小学教材全

解》，一本用作阅读拓展的《黑马阅

读》。“《教材全解》不用多说，很多家

长自己上学时就用这个，知识点梳

理得很详细。《黑马阅读》里的篇目

和题型都比较全，难度也比较合

适。”至于写作，就只有一个字——

练。在汪书涵看来，生活就是写作

的素材库，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成

为练习作文的主题。

“昨天，我们去买蛋挞，刚出门

孩子就把蛋挞掉地上了。怎么办？

要不就不吃，要不就再买一个。这

两种选择有什么区别？从去买蛋

挞、拿到蛋挞、掉下蛋挞，心情是怎

么变化的？一篇作文就这么出来

了。”市面上很多教授写作技巧的教

辅，汪书涵是不推荐的。在她看来，

作文最重要的是真情实感，有了灵

感的作文才有“灵气”。技巧层面，

从书中总结，甚至从自己的习作中

总结篇章结构、修辞技巧，已经足够

了。

到了高年级，课文中的名篇、文

言文增多，学习难度加大，因此，要

吃透课文，就要注重背景知识的吸

收。《跟着名家学语文》列入了汪书

涵的购书书单，“这本书可以让孩子

结合名家的其他作品更加深入‘吃

透’课文，扩大知识面。”汪书涵现在

教六年级，有家长寻求建议时，她也

会推荐这套教辅。“生活中能接触到

的一切都可以当作语文的教材。最

重要的，还是多听、多说、多读、多

写。”汪书涵说。

数学方面，与汪书涵搭档的数

学老师刘玉华是一位教龄长达 27
年、经验丰富的教师。在刘玉华看

来，小学阶段要学好数学，一在基

础，二在细心。

“小学阶段的数学逻辑并不复

杂，只要基础打牢，再加上细心，大

部分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再认真完成配

套练习，剩下的就是细心了。“很多

孩子失分都是因为粗心。”刘玉华认

为，教辅起的只是巩固作用。可以

选择一些练习册，如《黄冈小状元作

业本》等常见的教辅来进行练习，目

的是为了用“实战”巩固“理论”，也

可以用来培养孩子的细心。但家长

在选择教辅时，切忌盲目刷题和上

难度，会破坏孩子对数学的兴趣，得

不偿失。

对于那些在数学上很有天分，

也有兴趣的孩子，刘玉华建议可以

挑选一些奥数方面的资料，如《小学

奥数举一反三》等与校内知识关联

紧密的教辅。而对于大部分孩子来

说，一些有趣、好玩的数学知识读本

或许更加适合，如《数学万花筒》，其

中除了各种趣味数学题外，还有许

多数学界的典故和轶事，能激发孩

子的兴趣和好奇心。

至于英语，“能说、敢说，可能比

我们想象中的作用还大。”英语教师

高俊说道。

万变不离其宗，小学阶段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打基础，单词、基本的

语法等，这些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

讲，还需要孩子在课下时时巩固。

学习一门语言，最有效的方式在于

建立语言环境，也就是听和说。

因此，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

辅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大胆

开口。选择英语原声音频练习听

力，或是在家、或与小伙伴建立英语

角，都比单纯练题要有效得多。而

且，听说比读写能更好地培养孩子

的语感，反过来促进读写能力，这是

高俊自己还是学生时体会到的。

“迪士尼系列的原声电影就是

很好的选择，最好是有双语字幕的

那种。看完之后，家长可以和孩子

一起用英文复述剧情或者说说感

想。”高俊建议。

“教辅+”，重在基础和兴趣

“双减”落地，“鸡娃”需求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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