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
国， 过去在三百六十行里子承父业的
居多， 但行行能出状元， 状元便是智
慧与勤劳、 汗水浇灌传承、 迎难而上
的承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孩子们耳濡目
染，或是亲眼所见，或是亲身参与不得
不面对的， 都是直接的生活与困难，从
一花一木，一锹一铲，无论大小总是参
与者。 人们常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而
这些坎儿，又由于父辈曾经的经历和经
验， 在关键的时候总能助力孩子们过
关。 因此， 这些有意义的现实传承，让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出英豪。

如今， 时代资讯变得更加迅猛，更
加高科技化，更加远离农耕、远离自然，
人们不断被信息轰炸，可以说，见识越

来越多，但能力却不好说。 因为父辈在
忙，而这个忙和家庭、和孩子的发展往
往是脱节的，很难有孩子再能看到父辈
们在忙什么，了解到辛苦的汗水因何而
出。少了很多同呼吸、共命运，少了很多
共同面对风雨，源自骨子里的迎难而上
就少了沃土和根基。

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 若只有简
单的血脉相传， 却没有亲生父母的言
传身教， 那这孩子任凭是哪位专家大
咖也很难教好， 家长唯一的途径是尊
重自然、 尊重生命， 让自己在所谓忙
碌的挣扎中留出一些空间， 留出一些
生活， 留出一点空隙， 和孩子们共享
天伦之乐， 比如一起摸鱼捉虾， 一起
种花种草， 一起远足奔跑， 哪怕是一
起缝制小沙包……经历这样从无到有

的小小挑战， 那都是面对困难。
有了父母的陪伴， 有了长者的呵

护， 有了共同的努力， 困难便不再是
困难， 家长真正俯下身， 与孩子们共
同面对， 能让孩子们遇见未来。 有了
这样的眼光， 有了这样的前瞻， 有了
这样的呵护， 那困难就更像是一种快
乐的挑战。

不要空泛地说家长如何教育孩子
迎难而上， 当下最关键的是， 作为家
长， 作为老师， 作为成年人， 我们敢
不敢沉下心来， 和孩子们、 和祖国的
未来一起面对困难， 敢于面对， 那才
是迎难。

家长不用把事情想的那么复杂 ，
仅仅是为了更多财富地位而奔忙是不
行的， 如果能放下一些对名利的追逐，

多一些对家庭、 对孩子的陪伴， 多一
些对生命的仰望， 对自然的崇敬， 哪
怕是一起玩耍， 哪怕是一起做做游戏，
其中都有无数的挑战， 那孩子何尝不
可以真正得到机会开始迎难而上。 而
这一切， 真的取决于我们这些成年人
敢不敢直面生命的本真。

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 小到一只
蚂蚁、 一株小草， 大到一头大象、 一
棵参天大树， 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艰
难地迎难而上， 才迎来自己生命的延
展， 才有了未来活力绽放的无限可能。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对待孩子成长中
所谓的困难， 只要敢于一起面对， 敢
于一起去挑战 ， 一起过了那些沟坎 ，
一切就会变得简单。

本报记者 任洁 马超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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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来继续探讨北京冬奥精神之迎难而上。 相信每个家
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会是那个面对困难能迎难而上， 能冷静思考
见招拆招的孩子。 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很多孩子在遇
到一些小困难就容易畏手畏脚，就想逃避。 作为家长，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培养孩子“迎难而上”的优秀品质呢？

王女士 护士 儿子 5岁 从细节入手鼓励孩子迎难而上

李女士 国企职工 女儿 6岁 给孩子营造乐观向上的成长环境

石先生 建筑师 儿子 10岁 现实的生活是孩子最好的“练兵场”

“双奥”火炬手、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实践专家 周晨光

邰怡明 绘图

目前， 我家孩子还小， 正在学习
进步， 但孩子总是有一些畏难情绪。

今年暑期， 我和在建筑行业工作
的先生商量了一下， 决定给孩子报一
个篮球集训班。 为什么选择报篮球集
训班呢？ 我们也仔细分析过， 孩子现
在太小， 学游泳有些顾虑， 主要考虑
到很多孩子去水里玩过后回家往往容
易发烧。 我们再考虑到孩子不怎么听

话， 需要培训接受老师指令， 同时让
孩子在竞技体育中去克服困难。 集训
班上一共有3名孩子， 我家孩子最大，
另外两个孩子4岁2个月。

一开始孩子上课还好好的， 学得
很欢乐， 但学了几节课后， 课前就开
始哭泣了， 死活不肯去上篮球集训班。
我们仔细询问了孩子哭泣的原因，原来
是孩子觉得学篮球太难了，另外两个比

他小的小朋友进步很快，他压力很大。
分析了孩子畏难情绪的原因后 ，

我们觉得从细节入手来让孩子克服困
难 。 为了鼓励孩子迎难而上学篮球 ，
我们去超市给孩子买了一个篮球， 还
买了一个移动篮球框架， 让他多付出
一点时间， 每天练习拍球和投篮。 此
外， 我和先生一起送他到篮球馆， 现
场给他鼓励。 我们还得到学校的特别

允许， 我们夫妻俩可以坐在场边观看，
并不停鼓励他去面对困难。 孩子上场
前， 我们还和孩子击手， 鼓励他要有
信心去面对困难， 让他自己和自己比。

终于 ， 随着孩子课外不断付出 ，
课内进步很大， 几节课下来， 孩子终
于克服了困难， 现在每天上课老师都
表扬他， 他也喜欢上打篮球了， 遇事
也变得沉稳了不少。

说到 “迎难而上”， 有一个场景令
我记忆犹新。 今年初， 我和孩子在家
一起观看北京冬奥 会 比 赛 的 时 候 ，
孩子问我 ： “妈妈 ， 这些高难度动作
他们是怎么练会的？” 我回答： “要摔
很多跟头才能练会， 你长大想像他们
一样当运动员吗 ？” 孩子使劲摇了摇
头： “不想， 我不喜欢摔跟头。” 听完
孩子的回答， 我立马意识到， 自己刚
刚似乎说错了话。

有孩子以后， 我看了很多育儿书
籍， 其中曾提到， 孩子应对困难的理
念， 一方面有基因的影响， 另一方面
来自成长环境。 父母要以身教让孩子
明白， 失败并不可怕， 遇到困难不要
轻言放弃。 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 我
们都看过， 电影里事业失败的父亲遭
到妻子抛弃， 一个人带着儿子风餐露
宿， 一次次敲开门推销他的医疗仪器
都遭到拒绝。 即便如此， 他在孩子面

前， 永远是顶天立地的爸爸， 窘迫到
在地铁过夜， 也会和孩子一起玩躲避
恐龙的游戏， 告诉孩子生活一定会好
起来了， 最终， 幸福青睐了他们。

“遇到困难要往好的方向想， 不
要气馁”，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 但具
体日常生活中， 做到它却不是那么简
单的事儿。 比如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
个杯子， 有的家长随口抱怨： “碎了
一个杯子， 真倒霉！” 有的家长则很释

然 “碎碎 （岁岁） 平安， 好兆头！” 同
样一件事， 不同的回答会给孩子带来
截然不同的感受， 时间久了， 孩子便
会形成或悲观或乐观两种截然不同的
思维模式。 所以， 想要孩子拥有 “迎
难而上” 的坚毅人格， 身为父母的我
们必须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不要
把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负面情绪发泄
到孩子身上， 要尽力给他们营造一个
乐观向上的成长环境。

现在家长都知道要尊重孩子， 不
能动不动就批评孩子， 再加上独生子
女较多， 一圈人都宠着孩子。 孩子一
天天长大， 会吃饭了、 会数数了……
我做父母的就忍不住夸。 刚开始， 我
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是随着
孩子长大， 觉得有问题———这种泛泛
的夸奖， 会让孩子沉浸在自我欣赏当

中。 为了让家长再夸自己， 孩子在下
次挑战的时候， 会选择难度低、 自己
更有把握的事情去做。 这样下去， 孩
子会慢慢的丢失挑战的精神。

其实， 每个人面对失败都会感到
恐惧， 尤其是孩子。 当父母对孩子有
太高的要求时， 孩子会更害怕自己的
失败。 同时， 父母给孩子太高的要求

也会让孩子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这
会一次又一次地打击孩子的自信， 反
而让孩子畏首畏尾、 不敢前进。

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及时提醒
家人不要过度夸奖孩子，但可以有正面
积极的肯定。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
也会有意无意的放手让孩子自己决定
自己的事情，并且去做，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陪孩子一起面对，并讨论改进方
法。 我觉得培养孩子迎难而上的精神，
首先要给孩子储备充足的自信；其次是
遇见困难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日
常生活中，不管是孩子的学习功课还是
孩子喜欢的运动项目，都会遇到各种问
题，都是带着孩子不断形成迎难而上精
神品格的学习过程。

如如何何培培养养孩孩子子
迎迎难难而而上上的的优优秀秀品品质质？？

和孩子一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

传承北京冬奥精神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