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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妈妈”，凝聚多少苦和乐！好孩子是妈妈的希
望，好妈妈是孩子的天堂。“妈妈力”,顾名思义,是关于成为
一个更好的妈妈的各种能力。有很多人会说“为母则强”,
这样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妈妈这个身份直接带来的,它需要
非常多的努力。

如何做个好妈妈？如何化解妈妈们的焦虑？如何提升
妈妈们的幸福感？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几
位不同年龄层的妈妈，蓦然发现，上述几个问题的答案，都
在她们的讲述中了。

方丹今年29岁，有一个
可爱的女儿六六，虽然才3
岁，可是相当的“能说会
道”，只要逮着机会，就对妈
妈使劲表白，“妈妈我好爱
你”“妈妈你爱我吗”，常常
把方丹逗得乐不可支。

“在孩子出生的头两年，
我也常常焦虑，会为了她的
吃饭、睡觉问题跟家人吵架，
但现在渐渐明白，每个孩子
有自己的成长规律，作为妈
妈，我得学会去尊重。”当怀
中的婴儿渐渐长大，开始拥
抱更广阔的世界，妈妈这个
角色，似乎开始变得与从前
不同了，除了照顾孩子日常
的衣暖食饱，如何让孩子长
成期望中的样子，也是方丹
正在思考的。

“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
父母总是居于高位，替孩子做
决定。我想改变这种教育观

念，想做个可以和孩子平等对
话的妈妈。”方丹觉得，成为妈
妈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能和
孩子一起重新长大。

给方丹印象很深刻的
一次，她和六六乘坐地铁，
恰好有位老奶奶站在六六
面前，她希望六六可以给老
奶奶让个座，不料，六六连
连摇头，还说“我是小孩子，
可以不让座”，“话虽这么
说，但我想让孩子知道，‘尊
老爱幼’不是被迫遵守的规
则，而是人人应当具备的美
德。所以，我不再说服她，
而是自己站起来，给老奶奶
让座。孩子一看，坐不住
了，也站了起来。”

“谢谢我的六六，让我
成为一位更加自信的妈妈，
也因为她的出现，让我更理
解了妈妈这个称谓背后的
含义。”方丹说。

“做妈妈，更像是一场
没有终点的修行。”身为80
后的妈妈，余放刚刚经历了
一场孩子“幼升小”的“阵
痛”，要说最深刻的体会，她
觉得，无论在什么阶段，妈
妈都要保持学习，与孩子共
同成长。

“孩子没有上学前，我
几乎是24个小时围着他转，
等他上了小学，就想好好地
发展自己的事业，做些能够
实现自我的事。”除了妈妈
的身份，余放还是经营着两
家烘焙店的店主，在面临家
庭与事业如何平衡的选择
上，她选择了冲刺事业。于
是，照顾孩子的任务就交给
了爸爸。

余放自认为是“育儿清
流”，信奉“静待花开”，“我家
孩子没有上过拼音数学，‘零
基础’入学，老实说，刚开始

真的很让我焦头烂额。”
眼看着孩子在学校里

越来越不自信，甚至出现了
学习障碍，这让余放开始反
省，作为妈妈的自己，在孩
子身边究竟该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呢？

“我选择暂时放下对事
业的野心，继续陪伴孩子，
与他一起度过眼前的困
难。”余放从繁杂的生意中
抽出身来，重新回到孩子的
身边，陪着他一起写作业、
学习，像无数事业女性一
样，摸索着在家庭和事业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在陪着
他的同时，我也捡起了自己
大学的专业，报了网课，重
新学上了日语。有时候，看
我在上课，孩子也会凑过
来，跟我交流。和孩子一同
成长、一同进步的快乐，我
终于有了切身的体会。”

每个妈妈都曾以为自己能成为伟大的母
亲，温柔、慈爱、包容，无所不能。江华凤也不
例外。

但当女儿萱萱悄然长到13岁时，她恍然
发现，原本的母慈子孝突然间成了鸡飞狗跳。

“记得有一次，我们说到一个明星，女儿
聊得正嗨，我就说了一句，这个明星有什么了
不起的，这一下就让她‘炸毛’了，转身回了房
间，‘砰’地把门一关，不理我了。”江华凤回忆
起来，像这样“一言不合就甩门”的情况还有
不少，有时自己说了谁谁家孩子多好，或者对
孩子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都能让萱萱瞬
间“炸毛”。

以前很乖的女儿怎么突然这么不听话
了？江华凤也不甘示弱，忍不住批评，于是

“战火”升级，母女俩常常是针尖对麦芒，谁也
不让谁。

直到去年过年，萱萱拉着妈妈一起去看
了《你好，李焕英》，随着剧情推进起伏，萱萱
哭着用完了整整一包纸巾，江华凤隐隐觉得
自己和女儿的别扭似乎也随着脸上的眼泪蒸
发得干干净净了。

从那之后，萱萱又变回到了那个乖巧懂
事的女儿，“以前碰到我煮的粥太烫了，她就
吐槽‘怎么搞的，这么烫’，现在倒是安慰我，

‘妈妈没事的，我搅拌一下就不烫了’。”而江
华凤也意识到了，对待青春期的女儿，妈妈不
能再像从前那样，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了，她
更愿意以朋友的姿态，去了解正在极速成长
的女儿。

儿子章天溢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后，留

在香港工作已有10年。前几年，孙国燕每年
都去香港看看小孙女，但自从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去香港不方便，视频聊天成了她和儿
子最主要的联络方式。她说：“儿子已成家立
业，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早已不需要我操
心，但牵挂是难免的，每次视频聊天，看到儿
子一家和和美美地在一起，我就心安了。”

孙国燕今年64岁，和很多妈妈一样，天溢
小时候，孙女士也很重视他的学习，希望他能
考出好成绩，希望他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如果
家长会上班主任表扬了天溢，孙女士会高兴
好几天。儿子也不辜负父母厚望，一路从惠
贞书院、效实中学考了上香港科技大学，学的
是电子通讯技术，毕业后曾在电讯盈科、华为
等全球知名企业任职，每到一家公司都深受
领导赏识，几乎每年都会捧回“优秀员工”的
奖杯、荣誉证书等。“但我现在的想法变了，我
对儿子的这些荣誉已经不关心、不在意了，我
更关注的是儿子开不开心，我希望他不要太
辛苦、不要太累。”孙女士笑着说，“也许这就
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区别吧。”

独立自信、尊重支持
90后 方丹

我的

保持学习，与孩子共成长
80后 余放

我的

以柔克刚制胜“青春期”
70后 江华凤

我的

江华凤和女儿萱萱。

不给儿子添乱，不瞎操心
50后 孙国燕

我的

专家点评：
“爱”孩子是一种艺术

袁静（宁波市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主任）：爱孩子，是每个母亲都会
的事，但怎么爱，却需要艺术！

作为市妇联下属的单位，市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这两年做了很多亲
子活动，从中我们也发现，在孩子的
学前及学业阶段，大多数妈妈比较
焦虑。事实上，这种焦虑是会传递
的，这种“爱”会变成孩子身上无形
的压力。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有
社会环境的因素，有不同教育方式
的原因，也和妈妈的个人素养有
关。既然个人力量暂时无法改变社
会环境，那就让我们去提升自身素
养吧。所以说，妈妈的自我成长非
常重要，好妈妈是需要不断学习的。

不要太唠叨、学会放手、和孩
子做朋友、学会疏导、让孩子参与
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这都是爱
的艺术。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
祝妈妈们节日快乐！让我们都扮
演好妈妈这个角色，幸福孩子，幸
福家人，也幸福自己！

记者 陈嫣然 俞素梅孙国燕和儿子一家。

余放和儿子果冻。

方丹和女儿六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