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像头热卖了。没想到网课催

生了“监控热”。家长在家里装个监
控器，上班时也能随时把孩子在家

学习与作息的情况尽收眼底。家长
的心态大多是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

家，装个“眼睛”，第一是为了安全，
第二是便于监管。但有些孩子却认

为，时时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徒增

精神压力。教育界人士表示，监控
或是把“双刃剑”，关键是要跟孩子

充分沟通，让孩子增强自我学习、
自我管理的能力。

“全职太太”姜女士最近与上二
年级的女儿小玲闹起了矛盾。女儿

对班主任抱怨：“每天一上网课，妈
妈就打开我头顶上的摄像头，自己

躲在卧室里拿着手机察看我的一举
一动，我稍微开个小差，她就会冲过

来骂我，快把我逼疯了。”姜女士则
说：“女儿上网课时我陪在旁边，她

嫌我烦。后来装了摄像头，她又说是
把她当成监视对象。其实，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孩子好，就怕她不自觉。”
宝山区教育学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蔡素文说，对于上网课这种新教
学方式，有的家长恐怕比孩子更焦

虑，装个摄像头远程监控，可以让家

长放心些。
登录某网购平台，一款 199元

的摄像头最近一个月卖出了 55000

个。有顾客留言：“最近儿子上网课

配置了新电脑，自己不在家时总是
偷偷玩游戏，安装摄像头是希望儿子

可以安心学习。摄像头也很清晰和好

用，能拍到房间的每个角落。好评
了！”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目前一套

家用监控的价格落差很大，最好卖的
则是两三百元一套的，查看月销量，

几乎没有低于 1万个的。
蔡素文老师说，孩子一个人在

家“停课不停学”，从保障孩子安全
的角度来看，远程监控还是很有作

用的，但是，孩子的自律比被监管更
重要，家长不妨趁这段居家学习的

机会，引导孩子注重培养规则和规
范意识，注重培养他们的时间管理

能力、统筹安排学习任务的能力。而
且，孩子的自律必须是由内心自发

而成，而非来自于摄像头监控的外
在压力，这样自律才会持久且有益

于今后的成长。
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家庭教

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姚爱芳提出，用

摄像头一刻不停地盯着上网课的孩
子，会使他们有被监视的感觉，尤其

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会极其反感，
认为是家长不信任自己，容易引发

家庭矛盾和亲子冲突。长期被家长
监视的孩子，往往要么难以培养自

主成长的意识，要么容易产生过分

依赖家长的心理。
那么，摄像头到底该不该装？装

了后又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姚爱芳建议，最好是在征得孩
子同意后再安装监控，要让孩子知

晓监控的目的，买什么型号的设
备、装在哪里、什么时候开机使用，

都要尽可能地让孩子一起参与讨
论，让他们有被尊重的感觉。蔡素

文也希望家长不妨与孩子订个“亲

子协议”，明确什么是必须在监控
下做的，哪些活动可离开摄像头的

视线，总之，要给孩子多一些自由
活动、自主玩耍的空间，在一天之

内处于监控下的时间尽可能缩短，
让孩子真正体会到家是最温暖最

开心的港湾。
首席记者 王蔚

    从 1月到现在，孩子们已经在

家宅了近 3个月，但意外伤害的发
生并没有因为孩子们都宅在家而减

少。昨天，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获悉，除了高空坠落和车祸等

意外伤害外，医院近日还收治了一
些因家庭亲子冲突导致的儿童意外

伤害，有孩子因被家长打而颅内出

血，还有孩子因家长危险使用刀具
而受伤，进入了抢救室。

“这些由父母加诸的意外伤害
尤其让人心痛。”儿科医院心理科副

主任朱大倩表示，“当发生家庭矛盾
时，家长和孩子们都要学会控制自己

情绪，保持平等的沟通。但愿家长们
能多学习一些技巧，控制好自己的情

绪，避免伤害发生在我们最在乎最亲
近的人身上。”

在救治这些因亲子冲突而受到
伤害的患儿时，作为心理医生的朱

大倩及时介入，与这些家庭接触
后，朱大倩医生发现大部分错手伤

害自己孩子的父母，痛苦后悔之情
溢于言表，但伤害已经发生，可能

对孩子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影响。比

如，一个孩子妈妈因冲突而用剪刀

错手伤了孩子，在和这个家庭的爸
爸沟通时，这位爸爸指着那个受了

伤却仍在顶嘴、强调理由的孩子说：
“现在我也能体会到他妈妈为什么

受不了了。怎么教育也不听，就不承
认错误，说出来的话能气死你！”

朱大倩医生表示，现在的孩子和
以前不同，由于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

容易，造成现在的孩子们较为早熟，
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更强，有自

己的想法，也非常在意和别人沟通时
的态度。现在的父母也和以前不同，

他们在孩子的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时
间、精力和金钱。这也意味着他们对

孩子的期待和要求和以前的父母不
同，他们需要看到更多的行为和结

果作为证据来确保孩子拥有可期待
的有竞争力的未来。现今父母的盼

望和压力远超过以前，但他们在孩

提时代并没有体验过那些共情体贴
有原则的管教模式，这对于他们来

说是尚待解锁的“新技能”。
朱大倩医生建议，在亲子间的

沟通问题上，与孩子交流时保持平

等的态度非常重要。尤其在意见不

一致时，倾听共情是沟通顺畅的开
端。坚持原则性问题的底线不轻易

改变可以避免沟通陷入可能引发怒
火的无解死循环。非原则性问题上

开放适度沟通商讨空间，可以让孩
子感受到并学会爱和尊重。

同时，作为一个成年人，面对孩

子的无理取闹，也应该能够控制自
己的情绪，给孩子做出良好的表率

作用。大多数发生的那些亲子间的伤
害性事件也都是在激动愤怒的情绪

之下发生的。“爱之深，责之切”是人
之常情，但这种人之常情如果不能控

制在安全的程度下，就会失控，导致
令家长后悔不已的结局。

朱大倩医生建议，常反省自己
的情绪感受，有助于家长们在负面

情绪唤起前就在大脑中响起警报。
“在平静时先制定出在愤怒中的行

动策略，可确保在危急时刻也能不
出意外地按计划行动。此外，适度

示弱，寻找家庭中的同盟者，可让
我们在极度疲劳和压力状态下获

得喘息的机会。” 首席记者 左妍

亲子冲突致伤害，怎么解？

网课催生“监控热”，如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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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珍：您好！整整一个月没看见

你，真的好想你，但无奈，由于疫情关
系⋯⋯”

“美珍：您好！我爱你。祝您早安。

还有两天我们好见面了。听讲你在福
利院有辰光在哭，我心里很难过，我希

望你不要哭，要保持心情愉快⋯⋯”
80 多天，66 封“情书”，日常生活

中几乎不会说的“我爱你”，在纸端成
为张世发对妻子沈美珍最深的惦念。

“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写这些是
为了在不能见面时，给她一些安慰。”

53年夫妻 犹记初见时
在金山区社会福利院梅州分院见

到张世发和妻子沈美珍时，他安静地坐

着陪在她身旁。“我们是我堂姐介绍认
识的。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提篮

桥，我对她一见钟情。”84岁的张世发
清楚地记得妻子的生日，记得他们过往

50多年的岁月，“她是杭州人，比我大

一个月，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毕业分
配到杨浦第一毛麻纺织机械厂工作。”

相识不到一年，1967 年 4 月 16

日，张世发和沈美珍结婚了。手一牵就

是 53年。“婚礼很简单，就是家里人一
起吃了个饭。婚后的几乎每个春节，我

都会陪她回杭州看爸妈。”
张世发眼中的沈美珍，性情温和，

对两个孩子更是宝贝非常，从来不说一
句重话，50多年来，两人从没有红过脸、

斗过嘴。约 5年前，沈美珍因身体原因住
进了青浦区一家护理院，为了陪她，张世

发每天来回金山和青浦，六七个小时的
奔波不觉得苦，时间都花在路上，只能陪

妻子一两个小时，才是他最在意的事。
“后来我们申请换到了金山区社会

福利院，在总院住了一年多后，调到了
这里。”梅州分院离他们家步行不过五

分钟路程，自妻子入院以来，张世发就
成了福利院常客，每天早上 6时半准时

报到，亲自喂美珍吃饭、帮她翻身，每天
晚上 6时半离开，两年多来，风雨无阻。

80天别离“情书”寄牵挂
这样的日子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

断了。出于对院里老人安全的考虑，金

山区社会福利院自大年初三开始无奈
“封院”，拒绝家属的探视，一辈子没分

开过的两个人，被迫分开了。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分开，心里真

难过。”虽然进不了门，但其实张世发依旧每天都会去福利院“报到”：每天

早上 9时，张世发都会带着鲜榨的果汁或者美珍爱吃的点心，连同一张张
小纸条，一起送到福利院门卫室，纸条上写下的是，感谢他们在自己不能

来探望的日子里，照顾他的美珍。
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福利院开放了小规模的家属探视。4月 4

日，在分开两个多月后，张世发终于等到了和美珍重聚的时刻。工作人
员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终于等来老伴的沈美珍哭了，一旁的张世发也

红了眼眶，一直轻抚着她的脸，安慰着她。

“美珍，您好。我爱你，祝早安。今天天气比较好，你要晒晒太阳，自
己要多动动，防止坐（褥）疮。你还是要保持乐观，多想想开心的事情，切

勿忘掉。4月 14日，世发。”昨天下午，在美珍的床榻前，张世发念起了
自己写的“情书”，因为生病的关系，美珍一直躺在床上，当听到张世发

说“切勿忘掉”时，她不住地点着头。
“这些信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每天都想他，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他天天都能来。”尽管说话已经不那么利索，但沈美珍非常努力地说着，

仿佛每一个字都是对他的爱的回应。 本报记者 毛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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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植物杀手”来说，没有

什么比见到花盆里冒出的新芽更惊
喜的了。

去年初夏，冲着买家秀五彩斑
斓的照片，买了几十颗小小的酢浆

草种球。 种球们瓜子大小，被褐色
的外皮包裹着，毫无生命迹象。 依

照卖家嘱咐，深秋时节小心翼翼种

下，洒水，定根，慢慢等待它发芽。

果然，卖家诚不我欺。毫无征兆

地，就密密匝匝冒出来一花盆嫩芽。春
天一到，马卡龙色系的小花次第开放。

神奇的是，看似枝叶花朵都弱不禁风
的样子，大风大雨，倒也安然无恙。

好奇心驱使， 便用手机对着它
们拍延时摄影。当时间被压缩，奇妙

的一幕幕出现了。原来，太阳落下或
大雨将至时， 酢浆草的五片花瓣并

不是如手掌握拳般收拢， 而是一片

叠一片，螺旋状包裹在一起。 这让它

们得以紧紧拥抱， 好像给足彼此力
量。 日上枝头，花瓣渐渐打开。

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匀速的过
程。慢悠悠，慢悠悠，似乎在积攒着什

么隐秘的力量， 只待最后的时刻，像
是打了一个激灵般，用力绽放。 更有

趣的是，不同品种的花儿，似乎并不
着急一起醒来，“春之魅橘”早就梳洗

完毕，“报春花”才懒洋洋地伸着懒腰
起床。

仔细品， 这莳花弄草的过程，

和家养神兽的进化史， 何其相像！

你以为 TA这也不行，那也不会的

时候，TA 内心说不定早就念叨
着，“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大吃一

惊！ ”你盼着 TA早早开花，却无奈
每朵花花期不同，生拉硬拽，只会

伤筋动骨，你所做的就是在合适的

时间，给它合适的土壤，在 TA 需

要遮阴的时候遮阴，需要暖阳的时
候，就听凭 TA自己经经晒，自己

吹吹风，就好。

当然， 也并非所有植物都是

“新手友好型”的。 比如，看着别人
家枝蔓缠绕的月季花墙， 心痒痒也

想尝试一下。 很快，问题接踵而至。

控水不佳会导致叶片发黄， 空间不
足容易染“白粉病”，被雨淋湿后容

易满叶黑斑……想着随便喷点药
水，总比没有强吧，几次三番徒劳无

功，好心邻居看不下去，直接发来一
张 A4纸大小的用药说明。 针对不

同病症，A药+B药几比几配好最有
效？加水多少浓度几何？个中奥妙简

直多到烧脑。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再次泛起职
业病，可不是嘛，到哪都有因材施教！

花儿与少年 陆梓华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