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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一个转发率很高的视
频：一个单亲爸爸因为没有顾及女儿
的感受，对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过多干
预，引发了女儿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女儿声泪俱下，“控诉”爸爸剥夺自己
的自由、对自己的教育太苛刻。在她
一连串的反问下，最终，爸爸理屈词
穷，乃至于沉默。视频以女儿的一声

“请珍惜我们孩子的儿童时光！”结束，
但视频下面关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问
题的评论，一波又一波。

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你知道小
学、初中、高中这三个阶段一共有多少
知识点吗？总量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有
压力：大约130万个。你知道小学的
知识点有多少吗？是 4万个，占比
3%。是不是很吃惊？原来小学6年
学到的知识总量，抛开难易程度来说，
连中学零头的一半都不够。事实上，
这不奇怪，这样的知识布局是符合孩
子的成长规律的。

小学阶段，孩子的心智和身体都
处于发展初期，主要成长内容不是为
了学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孩子
的良好学习习惯。包括哪些习惯呢？
比如阅读习惯、比如保持孩子的好奇
心、比如科学的学习习惯、比如敢于质
疑的习惯、比如孩子的专注力、比如自
律的习惯等等。然而，在目前的教育
大背景下，学校、家庭正合力上演一幕
幕扭曲孩子童年的大戏。

学生成绩被当成衡量老师教育水
平的绝对标准，在这样的指挥棒下，为
了不被动挨打，只能是以教学成绩来
框定教育主要内容。为了取得好一点
的成绩，无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靠
大量训练、靠占用学生本该用来休息
玩耍的时间强行闯关。在这种强压之
下，很多孩子的学习兴趣在小学阶段
就已经被消磨殆尽。

这几年有个网络热词——“鸡
娃”，意思就是家长拼命给孩子“打鸡
血”，不可否认这是为孩子好，所以孩
子们连不愿被“鸡”都不在理了。取消
补习班？好，有对策，我请私教。既然
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内卷，谁都想确保
自己的孩子站在较高的位置。可怜天
下父母心！

想起我的童年，物质条件远远没
有现在孩子优越，但快乐不比他们少；
没有手机，但拥有更多的游戏时光；没
有严格监督的父母，但早已懂得家人
的不易；没有水平特别高超的老师，但
心怀敬畏，端坐于课堂。有人说，童年
的幸福可以治愈一生的不幸。为此，
我希望孩子首先有正常的童年。

我是做了父亲的人，子女们也为
了生活各奔东西，我能深刻地理解那
个小女孩流泪的呐喊。珍惜孩子的童
年，就是珍惜我们的明天。可是，解决
的办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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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杠精同行的日子(五)

◎丁兆梅

（这次所讲故事为大一学生小
樊分享的自身经历，为便于理解，叙
事从她的视角切入，下文中的“我”
即樊筱凡本尊。）

我的同桌赵同学觉得我对父母
的态度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后
来，我才知道他这样说的原因。

在他未满周岁时，他的爸爸妈
妈就分手了，后来各自组建了新家
庭，又分别生了小孩。赵杠精先是
跟着爷爷奶奶长到十岁。但大人间
一直矛盾多多，从来不曾真正和解
过。十岁后，他又被送养到外公外
婆家。爷爷奶奶没什么文化，跟儿
子关系也很不好，顺带觉得这个孙
子也是个累赘，平常跟他说话时态
度很差，不顺心了就打骂他；外公
外婆好像也不太待见这个多出来
的外孙。总之，像个足球一样被大
人踢来踢去的赵杠精除了埋头读
书外，平日就爱守着一台旧电脑摸
索，查找各种为什么，所以他的知
识面比同龄孩子宽广得多。用抬
杠来誓死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可
能是他证明自己、对抗不幸福童年
的一种方式。

只是他没有料到，他的无差别
抬杠除了能保护自己，还会顺便伤
害到无辜，导致他的同学关系非常

紧张，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不怎么
愿意理他。而且到后来，他的自以
为是一度搞得胆小谨慎的我自以为
非，甚至陷入了长久的自我怀疑。

初二快结束时，因为时常被赵
同学给杠得无言以对，他的不少话
引起了我的严重不适，有时直接能
将我逼到崩溃的边缘，自然很难继
续轻松地与他聊天和相处了。以至
于到了期末考试前两周，我只要见
到他就害怕，紧张、出虚汗、在他面
前不敢开口说话，想说什么都担心
被怼被杠。想到第二天又要跟他肩
并肩相处，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还会
做噩梦，梦中两人杠得天翻地覆，甚
至挥拳干了一架。那阵子，我觉得
再忍下去真的会憋出内伤来。但我
们是别人眼中的好伙伴，个子也始
终在班级遥遥领先，再说暑假将至，
初三会重新分配位置，再当同桌甚
至同班的可能性并不大，此刻要求
换位置似乎不太合适。

在这种爱恨交加的状态下，表
面波澜不惊的初二终于过去了。暑
假够长，与那位杠精的物理距离也
远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物
降一物，离开即无物，虽然在他面前
经常张口结舌，但只要回到家里或
特别熟悉安全的地方，我就变得神

气活现，表达欲和流畅度像那些天
的温度计一样“噌噌噌”见长。我
想，也许以后遇到时我也能跟他杠
上一番。

果然，不是冤家不聚首，初三开
学后，分班分座位时居然还是安排
我俩搭档。呵呵，既然天意如此，此
番再次聚首，我可不能再被动挨打、
找不着北了。

别说，还真的心想事成。抬杠
不用智商，只凭情绪，每天课间我
俩都忙着你一言我一语地杠来杠
去，感觉挺快乐。前排和隔壁同学
纷纷表示我们俩太聒噪了，但这根
本不影响我俩沉浸其间。杠的内容
五花八门，有的蛮费脑子，如“俗话
说——俗话又说——”系列；有的纯
属胡闹，如“你是猪——你才是猪，你
全家都是猪——我是猪关你啥事——
我全家都是猪关你啥事——”不可
能高大上，也不算离大谱，就是纯粹
享受抬杠的过程。偶尔他会飙脏
话，这时候我就紧急刹车不接话，沉
默会儿才提醒他：“说脏话会让女生
们瞧不起，甚至会遭到厌恶唾弃，你
不怕社死吗？”我的理解是：抬杠无
罪，但要有原则和底线。于是，他收
敛了一些，很少爆粗口了。（本栏目
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吕海涛

守护童年

◎汪小科

“断舍离”我的儿子

——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

这学期期末，儿子捧回了一张
“三好学生”的奖状，自豪地说：
“妈！我现在是个大孩子了！”我倍
感欣慰。

去年一年级开学时，送儿子到
校门口，没想到他依然像在幼儿园
一样，扯着我的衣襟不放，还眼泪
汪汪对老师说：“我还有几句话要
跟妈妈说！”“妈妈一走我就会想妈
妈……”出于心疼儿子，我恳求老
师：“孩子小，可能对新的环境不熟
悉，能否允许我陪他多走一段路
程？”老师同意我每天陪儿子一起走
进教室，可结果却是：每日难舍难分
的地点从校门口挪到了教室门口。

别的孩子都已适应了新的学习

环境，可儿子依旧停留在“上学困
难”的状态。老师头疼，也让我尴
尬。于是，我开始寻找“医治”儿子
的方法。翻遍各种育儿书加上向老
师和身边的宝妈取经，我才得知儿
子的“分离焦虑”与我没有和他保持
界限、没有引导他适应分离有很大
关系。于是，我狠下心来，每天把儿
子送到校门后转身就走。老师告诉
我，儿子哭闹的频率渐少，而且开始
慢慢地融入班集体。

儿子应该是觉得我狠心不管
他，就不和我聊他在学校的事了。
我想来想去，改变了居高临下的态
度，各种试探，比如“你都干什么了
啊，最近老师常夸你在学校表现很

好！”儿子竟然说了：“我现在都自己
进教室了，能和同学们一起玩了，老
师上课时问的问题，我都能很快回
答上来……”我又问了些细节，并且
由衷地称赞：“你真棒！以后多和妈
妈说说，好吗？”儿子答应了。

儿子日渐对我们敞开心扉，有一
次，我趁他特别高兴时说：“以后妈妈
负责听你的故事，路要靠你自己走
了。我们放手不是不爱你、不管你，
而是相信你有能力做好自己。”

作为家长，适当地与孩子“断舍
离”，让孩子去尝试、去历练，并对他
们保持爱的关注和回应，他们会因
我们的信任更勇敢、因我们的护航
更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