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卓越，我把它分成两个词来看
待：一是追求，二是卓越，就是要努力做
最好的自己，了解世界认识自己，这是
追求的基础。 要在生活的大事小情中
做到最好，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挑
战的过程便是追求的过程。 有没有做
到更好，能不能做到更好，这个过程不
就是卓越的开始吗？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该教还是要教
的， 因为不教孩子便无法知道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就无法打开眼界和视野，
但仅仅知道又有什么用，还是要起步去
做。 思考的帽子有了，还要配一双行动
的鞋，这顶帽子和这双鞋无疑也是来源
于长者和父辈，朋友和周围。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教
谁都会，真正为我们所折服的是一起来

做一做，试一试，并坚持下去。从相信我
能行，到坚持把每件小事做成，把每件
小事做好， 这不就是追求卓越的基础
吗！ 曾经有人说，能把航天飞机送上天
的是人才，其实，既要仰望星空，也不能
放弃脚踏实地， 自己把抽水马桶修好
了， 同样也是人才。 追求没有大小，努
力做到最好，做到更好，每个人都会不
得了。

有的人说，人生的不同阶段要制定
不同的目标， 其实一个努力地面对困
难，敢于迎接挑战的好心态和好习惯比
什么都重要，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
中，生命成长的历程里哪有那么多的高
精尖，不都是一个个发生在身边小小的
挑战吗？ 如果谁敢于直面这些挑战，敢
于面对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困难，敢于把

复杂的事变成简单，把简单的事做到精
细极致，那他离卓越就不会太远。

所以，追求卓越没有那么难，铁匠
在一锤一锤敲出属于自己的作品，那便
是生活中幸福的本源；银匠在一下一下
打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既满足了生活，
也幸福了他人，是世间的美好点缀。 努
力的追求和超越从来不会吃亏，追求卓
越的过程也许比较枯燥， 甚至异常艰
难，但倘若我们是其中的主人，这份血
汗和努力的付出， 以及异于常人的坚
持，一定就是人生最美的幸福之花。 有
追求的人都有自己的彼岸花，只要不盲
目，进行科学有序的规划，做到合理的
坚持，追求卓越就一定不是一句空话。

家长教育孩子如何追求卓越，其实
就像教育的重点不是教， 而在如何育。

同理，亲子之间，家庭生活中不妨设置
一些可爱的超越项目，重在参与，在于
“越”。在越过小沟坎小台阶可爱的追逐
中，你超过我，我超过你的过程就是卓
越的基础，就是陪伴和培育，就是支撑
和鼓励，是迎接未来狂风暴雨中撑起的
坚强膀臂，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放给孩子
们的一片天空。 家长要敢于适度放手，
以便孩子们学习掌握搏击风雨的能力，
有了这样的陪伴与培育，何愁我们的下
一代未来不能翻江倒海。

追求卓越，是从大事小情中追来求
来的，是无数个有趣、无趣、小小的事件
堆积出来的，乐享生活，不断创造合理
的设置，从小事开始，坚持不懈， 孩子
就会走在通向卓越的路上。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马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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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继续探讨传承北京冬奥精神之追求卓越。 很
多家长认为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孩子必须足够优秀，
因此对孩子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求严格，认为孩子的
努力与进步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虽说家长是一片苦
心，但在有些孩子看来，永远达不到家长们满意的结果，从
而慢慢失去了追求卓越的动力。 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应
该如何激发孩子追求卓越的动力，养成不断追求新高度的
好习惯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陈女士 私企员工 女儿 11岁 追求卓越 而非追求事事完美

石女士 医生 儿子 12岁 多给孩子鼓励 因势利导发展其长处

张女士 公司会计 女儿 13岁 让孩子养成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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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 孩子看待世界的眼光
是独特的， 今年初， 在和女儿一起收
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时， 我真正领教
了。 当我们的目光被运动健儿吸引时，
我的女儿却总是留意那些奥运会服务
人员 。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结束后 ，
堪称完美的人员集散工作在朋友圈内
一度刷屏 ， “万人运输 、 千车组织 、
秒级调度 ” 令人赞叹 。 在国家速滑

馆， 新型制冰技术助力打造冬奥史上
“最快的冰”； 在山地赛场， 气象预报
技术体系提供 “百米级、 分钟级” 精
准预报……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幕后
人员精益求精的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
神。

女儿独特的观察视角给了我很大
启迪， 就好比冬奥赛事， 能站上领奖
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我们中的大多

数， 都是平凡的， 但是却不能说， 平
凡就代表了不优秀。 我的孩子在班级
中成绩并不算优秀， 但是我从未因此
就觉得她是个不优秀的人。 从她懂事
时， 我就告诉她， 凡事尽力而为就好，
不必事事追求完美， 学习成绩不好并
不是世界末日。 现在， 她有了很多自
己的爱好， 遇到问题会独立思考， 有
时候她提出的观点， 连我们大人都会

觉得眼前一亮， 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诚然， 父母都希望孩子成功， 但

有时候这种追求会过度。 追求处处完
美在生活中太常见了， 追求过度就是
苛刻。 可是， 就算达到了别人眼中的
“成功”， 也并不意味着孩子能过得幸
福快乐。 我认为， 教会孩子追求卓越，
远比苛刻地追求事事完美更有利于她
未来的人生。

其实每一个家长都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孩子是平庸的 ， 都希望培养
出来的孩子是优秀的 ， 我们也是如
此 。 培养孩子卓越精神 ， 我们想到
的首先是需要发现孩子优点 ， 顺势
引导 。

孩子从4岁开始， 就对数数特别感
兴趣， 简直到了痴迷状态， 甚至连做
梦都在数数 。 在外面 看 见 的 一 切 ，

都想量化 ， 比如楼层有多高， 书本
有多少页， 这些都是他关注的兴趣点。
他告诉我： “妈妈， 数字很有趣。” 为
此 ， 我和先生特地查 了 一 下 ， 原 来
这是孩子的数学敏感期 。 我们顺势
引导 ， 教 会 他 读 2000以 内 的 数 字 ，
并让他学习简单的加减法， 并观察
数字的奇偶性等特点。 随着他不断长
大， 他对数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如

今虽然刚上五年级， 但初中数学已学
了不少， 数学成绩在班上也是数一数
二。

除了顺势引导孩子， 还要多鼓励
孩子， 刺激孩子不断为了卓越的目标
努力。 “你能行！” “你是最优秀的！”
“你是最棒的！” 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
们不断刺激孩子， 给孩子鼓劲儿， 不
让孩子懈怠。 孩子班上学生都很内卷，

稍不注意就容易被超越， 不断鼓励孩
子也是非常需要的。 有时候， 孩子说
“这个太难了”， 我们就会鼓励他， 你
通过专注学习可以实现的。

培养孩子的卓越精神， 不仅仅是
家长填鸭式的教学， 填鸭式的上课外
班， 还需要让他自主学习， 让他自己
去领悟， 卓越除了有先天因素外， 还
是可以靠后天不断努力学习来实现。

面对现在教育的现实， 说实话我
有些焦虑。 记得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
我看到了谷爱凌这个女孩子脸上的自
信， 回头再看看我的孩子， 我竟然有
些内疚。 回想孩子从小的成长， 我关
注的事情大多都是在给孩子报各种辅
导班上， 各种兴趣班、 才艺班以及英
语数学等课程辅导班， 孩子面对学习
早已失去了应该有的那份活泼与激情，

我让孩子尝试错误的机会太少了， 干
预孩子的事情又太多。

慢慢地我注意到了我的问题， 开
始有意识以孩子需求为主， 让孩子自
己做决定， 不过多干预孩子， 但孩子
需要我帮助或者知道的时候， 我会第
一时间出现。 比如说， 孩子现在已经
13岁了， 对社会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和理解， 所以我们经常探讨社会上

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 并针对问题提
出改进的方法。 在我看来，追求卓越是
对待事情的高标准要求， 需要家长在
孩子成长的路上不断的灌输正确的
理念 ，并且给予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
凡事都认真对待，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虽然要求孩子要高质量完成每一
件事， 但我从不要求孩子做到处处完
美， 因为没有十全十美。 我认为， 父

母应该帮助孩子树立 “世界并不完美”
的观念， 引导他们理解、 接纳自然真
实的世界， 并有意识地创造一些不完
美的生活场景让孩子去感受、 去接受，
将孩子对完美的追求转化为追求卓越，
如在合理的时间内,尽心尽力地将作业
做好， 而不是强迫自己改了又改， 不
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并为此通宵达旦
赶作业。

在乐享生活中迸发不断上进的力量

传承北京冬奥精神系列之四

如如何何培培养养孩孩子子
不不断断追追求求卓卓越越的的精精神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