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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暑假关键期”
催化家长焦虑

暑假一到，一些“资深老师”“牛

娃家长”就在短视频里炮制焦虑，煞

有介事地提醒家长：不同年级都是

“分水岭”，是拉开差距的关键。随

后，这些“老师”就开始售书、卖课。

记者随机翻开一条“分水岭”的短视

频，屏幕中的“老师”眉头微蹙、情绪

激动，额头上还弹着大字：“成绩想要

翻盘，三年级暑假要这样做”。在这

位“老师”的观点里，三年级升四年级

的暑假是否成功，最终甚至会反映孩

子“小学成绩好不好”。除了各个学

龄段的“暑假关键期”，“语文是分水

岭”“奥数是敲门砖”“英语要提前

学”……各个科目都成了博主们口中

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当视频快

结束时，博主大多都会给出购书、购

课建议。面对一则则“暑假最可怕”

教育类短视频，家长们头脑一热报

课、买书，给孩子暑假“加量”的不在

少数。

“这些‘可怕体’的短视频，看上

去是在为孩子的学业担心、替学生规

划暑假，实际上，都是通过一些夸张

的语言刺激家长，从而提高博主的收

益，‘收割’家长们的钱包。”虹口区教

育学院家庭教育德研员徐娟说，信息

化时代，家长们或许不再“照书养”，

但多少都会参与“网络育儿”，比如，

一打开社交媒体，算法就会给家长推

送诸如“20天养成孩子的一个习惯”

等育儿视频。“一方面，当教育信息被

浓缩在几分钟的视频中时，很容易吸

引家长的关注，然而，这种碎片化的

阅读方式却容易让家长陷入焦虑和

矛盾。另一方面，一些网络博主的育

儿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往往过

于片面，甚至有一些错误之处。家长

仅仅学习这些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

育儿中的问题。”

“这种网络育儿引发的焦虑对家

长和孩子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家长们在焦虑的情绪下，可能

会过度干预孩子的成长，给孩子带

来过多的压力；孩子们也可能感受

到家长的焦虑，从而影响他们的身

心健康。为了应对网络育儿引发的

焦虑，家长们需要保持理性和冷

静。首先，要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

独特的，没有一种育儿方法适用于

所有孩子。家长应该根据自己孩子

的特点和需求，选择合适的育儿方

式。其次，家长们可以多参考一些

权威的育儿书籍和专家的建议，深

入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树立正确

的育儿观念。此外，家长之间可以交

流和分享，互相学习和借鉴经验，共

同应对育儿中的挑战。”徐娟说。

“内卷”和“躺平”
两极分化严重

每周2节小奥培训、3节线上英

文课、4次体育活动、1次钢琴课、每

日阅读打卡……二年级小女孩舒舒

的暑假被七八门课外班填得满满当

当。“为什么暑假了还要上那么多的

课？”舒舒发出了抗议。为了安抚她，

妈妈允诺带她到苏浙沪短途旅行四

五天。记者调查发现，像舒舒这样暑

假里学科安排满满当当的孩子不在

少数，甚至有了低龄化趋势。

“内卷的家长可能会过度关注育

儿信息和成功案例，认为只有通过不

断努力和竞争，才能让孩子获得成

功，从而陷入内卷的状态。而躺平的

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些信息过于繁杂

和压力巨大，选择放弃追求。”徐娟

说，在家庭教育中，家长的教育理念

和素养结构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影

响。“现代家长大致可分为三类：内卷

家长、躺平家长和能与孩子建立良好

亲子关系的中间层家长。令人担忧

的是，两极分化严重，中间层的家长

并不多。”

“过度干涉的家长往往陷入内卷

和控制的误区。他们可能受到自身

成长经历、原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将自己的未完成事件或价值观投射

到孩子身上，试图控制孩子的一切。

例如，有的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

班，让孩子的生活被学习填满，孩子

几乎没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这种

控制型的教育方式会导致亲子冲突

加剧，孩子随着成长会越来越有自己

的想法，与家长的矛盾也会愈演愈

烈。干涉太少的家长则容易走向另

一个极端。他们美其名曰让孩子自

由发展，但在孩子的人生阶段，未成

年人需要家长的教育和及时引导。

比如，有的孩子在家庭活动日时躺

在地上耍脾气撒泼打滚，而妈妈却

无视他。这样的孩子会感觉不到家

的支撑和安全感，这也将影响他们

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徐娟认为，现

在的家长需要理解家庭教育的本

质，重视亲子关系的建立，虽然获取

育儿信息的渠道很多，各种育儿博

主层出不穷，但家长不能仅仅学方

法，而应从这些信息中实现自我理

念的改变，最终创造适合自己家庭

的方法，“亲子阅读是建立亲子沟通

的好方法之一，一本好书适合男女

老少，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意

味。阅读过程中，孩子可以通过心

理投射表达自己的想法，家长能更

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从而拉

近亲子关系。此外，社会生活和情

感能力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家长应有意识地带孩子体验社会生

活，如参观三馆一校等，让孩子在社

会生活中成长。同时，对于社会中的

正面和负面新闻，家长要及时引导孩

子正确看待，通过这些事件培养孩子

的思考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家庭教育时间
或被反复拉长

建设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孩

子们都能就近入学，这已经成了我国

义务教育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政

策。但总有家长“不死心”，怕孩子进

了“菜小”“菜中”会输在起跑线上。

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取流

量，不惜炮制择校焦虑，也给家长们

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和压力，比如，

通过夸大学校之间的差距，宣传所谓

的“名校”优势，营造出一种孩子必须

进入“名校”才能有好未来的氛围，甚

至还会列举一些牛娃的案例，暗示他

们的成功与就读学校有直接关系，从

而让家长们认为只有选择“名校”，孩

子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上海终身教育研究会成人继续

教育专委会副主任魏志慧现身说法：

“我的孩子一直在‘菜小’和‘菜中’读

书，感觉特别‘生态’。离家近非常重

要，我们家小朋友五年级开始自己走

路上下学，顺便锻炼了身体。另外，

家门口学校师资也很不错。一直到

初二，孩子都是很快做完作业，我的

任务就是带他出去玩。他有自己的

时间安排，业余时间可以阅读、画画、

自由自在地玩。我认为，家庭教育要

抓大放小，小学阶段更重要的是教会

他学习，比如阅读能力、书写能力、观

察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升高

中时，我们孩子是名额到校，非常顺

利进入了示范性高中。”

不仅如此，家庭教育的时间也在

被反复拉长。“过去的观念是家长把孩

子送进大学就行了，现在看起来远远

不够。”上海体育大学心理学教授贺岭

峰说，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这是

现在许多家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家

庭教育的链条将会变得特别长，不是

18岁把孩子送进大学就不管了。

信息时代的育儿困局也在向

低龄延伸。许多家长过度关注育

儿信息，却可能在无意中耽误了

幼儿的触觉发育。为了博眼球、

引流量，短视频博主很“乐意”播

放甚至“伪造”孩童的意外伤害视

频，这些视频的传播会让家长对

孩子过度保护。一些家长担心孩

子受伤或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给孩子穿过多衣服，使用婴

儿车等，减少了孩子用身体去触

摸和感受世界的机会。另一些家

长则忽略了孩子自然发展的需

求，比如，过度追求知识学习，忽

视孩子的感官体验，而依赖电子

产品的使用，也减少了孩子与实

际物体接触的时间。

在日前由上海市终身教育研

究会、上海开放大学工会联合主

办了一场“AI时代，如何养娃”的

主题分享会上，贺岭峰教授直言，

很多家长在宝宝的触觉发育上存

在失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不

少家长给孩子穿了太多衣服，给

孩子用了婴儿车。孩子应该用自

己的身体去摸爬滚打，去玩泥巴、

玩草、玩虫子。但是，很多宝宝发

育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触

觉发育明显不足。有人说，根据

一个孩子4岁时的手指灵活性，可

大致预测他14岁时的数学和物理

成绩。然而，现在6岁之前的孩子

用身体感受世界的程度是严重不

足的，待在一个极其狭小、刺激特

别单调的空间里，玩的所有东西

都是光滑的、圆润的，没有尖锐

的、粗糙的、寒冷的、黏湿的东西，

他们的神经元接受不到刺激，大

脑无法形成相应的突触连接，这

对孩子的发育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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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触摸和感受世界的机会减少了

过度保护 幼儿触觉发育或有失误

酷热难耐的暑假里，不少家长的焦虑指数也居高
不下。“一年级的暑假最可怕，两个月会让学习成绩天
差地别”“三年级的暑假最可怕，它是重要的分水岭，如
果你不做这步，你的孩子就会落后”“准高中生别再玩，
高一上学期就决定孩子未来”……一组“暑假最可怕”
截图在各社交平台传播，不断搅动着家长的情绪。本
该是调节身心的暑假，家长们对孩子学业的关注却达

到顶峰。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贩卖焦虑”的视频

大火，从幼小衔接、小升初到初升高，几乎覆盖了每一
个年级——在短视频博主口中，每一个学期的暑假都
是“逆袭”的关键节点。专家们提醒，信息时代，家庭正
在面临育儿焦虑的新困境，暑假应该成为家庭教育最
佳期，而非“第三学期”。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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