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总说科学育儿， 其实在教育
孩子的很多时候， 也是家长们自我完
善、 自我成熟、 自我成长的过程， 如
果把这个过程仅仅定位在主观教育孩
子， 是很难做到科学周全的， 毕竟大
部分家长在育儿方面不是专家， 不能
纸上谈兵。 “教育” 这两个字不如倒
过来看成 “育教”， 这样更好去理解和
践行， 对于孩子未来发展的把握， 关
键在于 “共创” 二字。

回看历史，其实历史的足迹或多或
少正在印证未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
时候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忙
碌，孩子们某种意义上讲是和家长们同
甘共苦的。 因此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员
相互理解。 小孩子在大孩子的带领下，

有更多机会自由生长在自然的环境下，
童年虽然简单，但是充满着与大自然的
亲近机会，与生活接轨，还有学习的快
乐，这一切都没有脱离生活，大家都在
共创未来。

随着国家的发展， 家长们依然在
忙， 孩子们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学习生
活。 到了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在， 随着
经济的迅猛腾飞， 家长们似乎更忙了，
有的连晚上、 周末都在外面应酬， 不
能及时回家陪伴家人。 孩子们只是见
到生活越来越轻松， 环境越来越美好，
科技越来越解放人的双手， 却很难亲
身感受家长们忙的是什么， 能参与的
自然劳动和自然创造也越来越少。 加
上电脑、 手机的广泛应用， 让无数的

家长和孩子更多沉迷于虚拟世界， 很
多家长迷信用钱来解决问题： 花钱学
习、 花钱补习， 以为钱花到位了就能
买到亲情 ， 就能买到孩子的好成绩 ，
却忽视了陪伴、 相处的重要性。

要教育孩子共创未来， 不如说是
教孩子融入生活， 多参与劳动， 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高科技， 也
不能光指望祖辈、 教师等别人， 父母
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也应该是终身
最好的老师。 也许家长不能博览群书，
不是教育专业出身， 但若能保持初心，
真正将生活、 成长、 自己和孩子融为
一体， 让孩子有机会参与、 感受、 体
验、 触摸生活的真谛， 那么一定会有
更多机会让孩子享受神圣、 美丽、 尊

严、 浪漫的未来。 这一切的实现一定
是基于不脱离生活、 不脱离自然、 不
脱离人性、 不脱离身心两健的文化观、
思想观、 身体观和价值观。

全家人要携手同心 ， 寓教于乐 ，
以苦为乐， 才有无限可能共创无限美
好的未来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己所不会， 勿教于人； 己所不知， 勿
令于人。” 希望家长不要只对孩子空喊
口号、 提不切实际的要求， 而应该亲
身参与到育儿实践中去， 不只是给孩
子衣食无忧的经济条件， 更要创设精
神富足的家庭环境， 引导孩子向着未
来的目标一步步努力奋斗， 毕竟成长
不等人， 错过这个过程将无法补救。

本报记者 任洁 马超 杨琳琳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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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探讨传承北京冬奥精神之共创未来。 对每一
个人来说，未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常常需要很多人相助，
共同协力才能完成。 然而面对生活中的众多独生子女，如
何学会与他人一起协作就成了问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学会融入团队、融入社会？ 孩子们如
何正确地与周围的人共同成长、共创未来呢？

张先生 医生 儿子 8岁 让孩子多接触前沿科技探索未来

欧阳女士 设计师 女儿 11岁

王女士 国企职工 儿子 16岁 鼓励孩子无畏前行 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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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35岁， 是一名8岁男孩的爸
爸， 我的工作是医生， 我妻子是一名
教师。 传承北京冬奥会精神， 如何教
育孩子共创未来？ 这是我和妻子很关
心的话题。

教育孩子共创未来， 我们认为首
先要让孩子了解最前沿的各种事物 。
让孩子在接受新鲜事物 中 来 一 场 头
脑风暴 ， 让孩子知道未来可能的生
活是怎么样 ？ 暑期带孩子去科技馆 、

带孩子看各种展览是我们的一个重
点 培 养 方 向 。 我们深知 ， 把孩子关
在家里， 不了解世界是无法共创未来
的。

这个假期， 我带孩子去了几趟科
技馆 。 科技馆里展出的太空实验室 、
神舟号飞船、 长征号火箭发射等一些
前沿的科技， 让孩子着了迷， 几乎一
去就是一整天， 从开馆进去， 到闭馆
才愿意回家。 科技馆里展出的科技产

品， 其实包含了很多科技技术， 有些
孩子能明白， 有些现在还不明白， 但
他就是很感兴趣。 “我希望每天都来
科技馆。” 这是儿子的心愿。

前几天， 我还带着8岁的儿子参加
了世界机器人大会， 发觉现在真的太
内卷了。 我家孩子8岁， 多少能看得懂
机器人， 明白一些道理。 但世界机器
人大会， 感觉就像是小孩子们的游园
大会， 几乎每人都带一个孩子前来参

观、 学习。 我发现， 有很多人还带着
穿尿不湿的孩子来观展， 要么是坐婴
儿车， 要么是家长抱着， 不管孩子看
得懂看不懂。 观展过程中， 我顺便和
一个带婴儿的家长闲聊， 那个家长说：
“我是机器人领域的工程师， 孩子很小
就对机器人感兴趣， 带孩子来先感官
刺激一下。 这么多机器人， 在孩子眼
里只是玩具， 但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来
探索了解新鲜事物。”

与我小时候相比， 现在的孩子幸
福多了， 从小就是生活无忧， 只要条
件允许还能各地去转转 ， 智能手机 、
电脑从小就会用……虽然各方面的条
件很好， 但现在的孩子有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比较自私 ， 个性比较强 。
我家闺女就是这样 ， 虽说也有闺蜜 ，
但在班里总是特立独行， 这群孩子没
有心往一处使的默契 。 学习上也是 ，
我就没看过她跟同学讨论过难题。 想

想我小时候， 那时候没有电脑， 遇到
难题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聚在一起讨论，
你说说， 我说说， 一会儿答案就出来。
现在的孩子， 遇到不会的问题就去找
“度娘”， 啥都知道了。 通过电脑， 我
家闺女知道其他人的生活， 也喜欢看
世界各地的人文， 不出门就会了解很
多。 虽说知识多了， 但缺陷也挺明显
的———始终处在自己的空间中， 没有
与其他人产生交集。

为了让孩子更多的关注身边伙伴，
我给孩子报了一个兴趣班———她喜欢
的剑道。刚开始，孩子跟我说的时候，我
没有在意，后来孩子还坚持，我就跟孩
子约法三章：务必要坚持下来。 其实当
时我还有一个别的想法就是希望孩子
通过这个兴趣班能找到她志同道合的
团队。 现在孩子已经坚持两三年了，效
果还不错，孩子经常会参加一些团体比
赛，闺女还时常担任队长，这给孩子带

来不少的收获， 让孩子有了集体的观
念，也学会了为团队的付出。

其实不管孩子还是家长， 一生都
在与人打交道， 每一项工作的完成都
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团队的力量格外
重要， 要让孩子早点明白共同协作的
重要性。 在兴趣班是如此， 在家里也
是这样 ， 为家庭设置一个共同目标 ，
孩子和家长一起努力， 也是一个不错
的教学相长的方法。

北京冬奥会后我才明白， 现代体
育竞赛绝非一个人的 “战斗”， 背后的
科技支撑不可或缺 。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成功举办也充分显示出 ， 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 坚持开放合作， 我们在时
代挑战面前可以变得更快、 更高、 更
强， 也必能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 。

之前， 我在一本科技报刊上读到，

“对冬季运动项目的影响包括人、 机、
环境等多种因素。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在运动员训练和比赛中， 针对影响其
技术动作发挥的关键因素， 设计新型
的训练装置和运动器械， 优化运动员
动作姿态 ， 从而提高他们的比赛成
绩。” 换句话说， 高山滑雪如何快速
绕过旗门 ？ 越野滑雪用什么姿态最
省力 ？ 速度滑冰怎样训练才能提高过

弯道的技术 ？ ……这些问题的背后 ，
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我的儿子上高中后， 加入了学校
设立的航空、 航天科技兴趣小组， 他
们会定期开设有关航天器材制作的3D
建模、 飞行器、 气火箭等模型手工制
作课程， 起初我还有些不解， 学校怎
么鼓励学生 “不务正业”？ 可是通过观
看今年的北京冬奥会 ， 我突然醒悟 ：

科技强国 ， 是打不破的真理 。 现在 ，
我常常会鼓励孩子， “无畏前行， 无
问西东”， 不要给自己设限。 他的兴趣
点即便不是放在学业上， 我也不会反
对， 只要他投入的时间是利于提升自
身综合能力的， 哪怕现在看来是走了
一些弯路， 浪费了一些时间， 但是我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 所有走过的路
必将会成为他有力的防御和武装。

让孩子多融入生活参与劳动

传承北京冬奥精神系列之五

如如何何教教育育孩孩子子
共共创创未未来来??

要让孩子早点明白与人合作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