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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导广大中小学生了解
内蒙古自然资源及科学知识，激发
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
豪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倡导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强化示范和引领作
用，近日，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走进东
风路小学学苑分校开展了“小小讲
解员”选拔活动。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对于呼和浩
特市的小学生来讲并不陌生，场馆里
主要展示内蒙古大森林、大草原、大
水系、大沙漠、野生动植物、远古生物
与古环境及地质矿产、农牧业、蒙医
药、旅游等各领域的自然资源，还开

展丰富的研学、体验活动。每逢节假
日，青少年、小学生都会来此打卡，感
受内蒙古自然风光的魅力。

在选拔活动现场，选手们从内蒙
古自然博物馆“壮美内蒙古”“远古内
蒙古”“富饶内蒙古”“绿色内蒙古”

“恐龙的故乡”五大展厅相关内容进
行讲解。选手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讲
解时声情并茂，感染力极强，充分展
示了呼和浩特市的小学生的精神风
貌。东风路小学学苑分校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小小讲解员”选拔活动
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学生们加深对家
乡内蒙古的全面了解，更增强了民族
认同感与自豪感，自觉为家乡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相信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关
注有关填报志愿的争议。曾经有
人咨询考研导师张雪峰，说孩子高
考 590分，填报新闻专业，可不可
行。一听到这话，张雪峰立马“劝
退”，直截了当跟对方说：“理科590
报新闻？你会后悔到崩溃的。”“如
果我是家长，孩子非要报新闻学，
我一定会把他打晕，然后给他报个
别的。”虽然事后张雪峰发文澄清，
自己的言论仅仅针对普通家庭的
孩子。但这种“把孩子打晕，给孩
子报个别的”的言论，仍旧将张雪
峰推上风口浪尖。

虽然不一定存在这么极端的
做法，但“父母主导孩子志愿”的现
象时有发生，甚至酿成了很多悲
剧。河南卫视曾有档调解节目，来
了一对母子。一开场，儿子就控诉
妈妈在他高考时，瞒着他在网页上
输入密码改了志愿。原本心心念
念想读兽医相关专业的他，满怀憧
憬迈向校园的门口，却意外发现，
父母给他改成了“会计”。他十分
不解，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妈妈
表示，报兽医这个专业不切实际，

而会计才好就业。为了强调自己做
得没错，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
挣钱我主事我有话语权。”

三两句话，把儿子“怼”得哑口无
言。只是儿子始终心有不甘，成为兽
医的梦想宣布破灭。每次看到自己
的专业，儿子就难受、恶心，终于萌发
了和妈妈断绝关系的念头。

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自己的干
涉、控制，不过是“为孩子好”。毕竟
自己是过来人，曾经掉过的坑，不想
孩子再掉一次，昔日吃过的苦，不愿
孩子再受一次。但却忽略了，孩子有
自己的独立意识，有自己的喜好和追
求，父母认为对的未必真的适合他
们。如果父母一意孤行，把自己的意
愿凌驾在孩子身上，孩子不会感恩，
只会把所有的过错归咎到父母头
上。好端端的亲子关系，分分钟成仇
敌关系。

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绝
对不是选择的学校或专业能定义
的。像 2020年凭借 676高分考上北
大的女孩钟芳蓉，当她义无反顾遵从
自己内心，决定报读冷门的考古专业
时，网络上多少替她不值的声音。可
她丝毫不受影响，坚定地做自己想要
的事。不仅获得国内考古圈的高度
认可，数十个省份的博物馆给她邮寄
文创产品；就连她的偶像樊锦诗先生
还亲自写信给她，给予最大的鼓励。

如今的她，在众多的关注和肯定
声中不断成长，还有考古节目邀请
她，让她和考古专家们面对面学习。
且不说她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光看
这个起点，就已经完胜很多人。

其实孩子大学读什么专业，不足
以断定他未来就会过什么样的人
生。据调查，只有不到50%的学生毕

业后真正从事自己的专业。未来社会
的发展，对孩子的能力要求越来越多
元，不仅仅限于他读哪一个专业。重
庆大学教授张小强在替新闻专业发声
时讲道：“新闻专业能文能武，进可以
自主创业、到互联网大厂，退可以考公
务员、到国有企业。”今年和去年在他
那里毕业的研究生，有的当公务员，有
的去了企业，还有的去了高校、游戏公
司，根本不受专业的限制。孩子的人
生很长，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只
是多了一些选项。至于他未来会怎
样，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造化。

现在很多孩子的问题，就在于父
母太多的插手、做主，和违背孩子的
意愿。选什么专业，主体应该是孩
子，不是父母。为人父母，能守护的
是孩子前 18年的人生，不能替孩子
走他未来的道路。与其诚惶诚恐，瞻
前顾后，不如在孩子踏入社会，面临
人生大考的关卡时，做对这3件事：

尊重孩子的意愿
成都师范学院招生办主任蒋云

嘉分享过一个大学生对所学专业满
意度的调查结果，其中非常不满意的
高达 57.8%。试想一下，要孩子花 3
到5年的时间学门不喜欢、完全不感
兴趣的专业，对孩子来说得有多煎熬
和痛苦。都说孩子的兴趣，自带学习

的驱动力。如果他能遵从自己的内
心，获得父母的支持，那他的学习潜
能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相对不那么容
易放弃。

培养孩子的持续学习力
大学不比中学，没有老师过多的

鞭策和监督，孩子想要成长进步，靠
的是自主学习、持续的学习力。平日
里，尽量放手让孩子直面挑战，给他
做选择的权利。就算受挫，或者做得
不对，也不要打击他，而是用正确的
方式激励他、肯定他。当他相信自己
能不假他人之手，靠自己去探索、思
考，想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他会变得
越来越主动，越愿意花时间提升自
己。就算日后走出社会，想调整奋斗
的赛道，他也会知道该怎么学新知
识，怎么往自己想要的方向迈进。

健全孩子的人格
有人说，父母给予孩子的教育，

不应该只有大量知识、道理的灌输，
以成绩论优劣，更重要的，是孩子有
健全的人格。教孩子遇事不轻易放
弃，无论遇到事情都能迅速调整起
来，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在他迷茫
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引导他明确
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陪伴他一起奋
斗。当孩子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不
怕困难坚定地走下去，那他往往比别
人更容易尝到胜利的滋味，变得自
信、优秀。未来的路，他也走得更容
易，过得更舒心幸福。

据《湛江晚报》

选拔“小小讲解员”为家乡代言

家长该如何助力孩子选专业高考结束后，几家欢喜几

家愁。很多考生和家长已经在

苦恼“选什么学校和专业”。身

边有孩子高考的父母，讨论最

激烈的问题基本都是：“你知道

选哪个专业好点吗？”毕竟是孩

子的“大事”，所有人都不想选

错专业误孩子一生。结果全员

出动，到处搜刮高考规划的前

沿资讯，想知道究竟学什么专

业最吃香，孩子毕业后工作有

保障。不得不说一句，高考考

的不止是孩子，还有全家人的

陪跑。

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
可能适得其反

孩子的未来
不是“专业”能定义的

与其怕孩子走错路
不如做对这3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