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想到开学有家长就心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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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绪稳定才能更好地帮孩子适应新学期

教育新观察

离新学年开学只剩一周多时间了。所谓的开学综合
征竟然也会悄然“转移”——从易发的孩子群体转到了家
长群体，而且在部分家长人群里产生的开学综合征，表现
更为多元，对孩子心理、对家庭和谐的挫败感也更强。

职场 新舞台

相关销售火热
飞艇师英文名是“BikeFitting”，“这是比

较新的一种职业，目前还没有贴切的中文翻

译，所以暂且音译为‘飞艇师’，也可称作‘运动

调整师’。”有业内人士如是说。

内地出现越来越多的飞艇师，与时下的

“骑行热”不无关系。近年来，在骑行热潮的推

动下，自行车市场迎来火爆的行情。据中国自

行车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2023年我国千元以

上自行车产量达到 1215万辆，同比增长

15.1%，高端运动型自行车销量增长超10%。

据天猫平台2023年的“双十一”数据，骑行服

饰的销量同比大涨超100%，其中，骑行眼镜、

风镜销量增幅为210%，骑行头盔销量增长

180%，骑行裤销量增长170%。

在线下，可以提供飞艇服务的专业自行车

门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位于前滩的“ID

单车”是今年5月份才开业的自行车店。创始

人倪佳深感近些年的骑行热催生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她说，过去她代理的自行车品牌每月

平均只能卖两三台，到了2023年迅速蹿升到

每月七八十台。走进“ID单车”店里，各种自行

车零件、装备应有尽有。除了卖产品，“ID单

车”也提供专业的飞艇服务。“一是寻找专业的

飞艇师，我们目前是跟上海自行车队有合作，

退役的专业运动员可以到店当飞艇师，现在店

内有两名专业的飞艇师；二是提供专业的飞艇

设备。”倪佳告诉记者，店里斥资几十万元，从

意大利购置了一台专业设备，作为人力的补

充，以便更科学高效地采集数据。

走进店内的最内部，在写有“idmatch

bikelab”的背景板下，记者看到这套专业的骑

行测试设备。倪佳告诉记者，这台设备利用先

进的3D点阵光摄像头技术，能够精准、迅速地

收集骑行者的身体数据。其自适应模拟骑行

台传感器能准确感知骑行者的高效骑行区间，

并自动提供车架数据参考。此外，该设备还配

备了专用的锁鞋鞋垫，有助于优化踩踏运动轨

迹。“传统骑行运动调整的话，是采用贴片式的

方法，要骑行者像做心电图一样，戴上传感器，

以采集数据，但这样弄的话基本上需要3到5

个小时，我们这套智能骑行台采用更先进的技

术，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搞定，所以效率会更

高。”倪佳说。

工作有点像医生
现年27岁的周陆成是店里的飞艇师，自

打几年前从自行车队退役以后，他逐步转型为

飞艇师。周陆成告诉记者，飞艇师主要服务于

骑行运动，可以让骑行者更加科学、专业地去

骑行，早些年主要是服务专业运动员，但随着

全民骑行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普通骑行运动

爱好者在交流中了解到这一职业，开始寻求专

业的服务，让自己的骑行变得更加顺畅，例如

调整骑行姿势、调整骑行设备等。

“客人来了后，我们就开始操作，比如说帮

他调车，问他骑车时身体有哪里不舒服，然后

就输入多项数据，并调整客人的车辆，让他骑

行的时候更加顺畅。”周陆成简单介绍了一下

自己的工作。

“就像我们会经常听到骑友在抱怨：‘骑着

手麻、肩酸、腰酸、膝盖不舒服……要怎么改善

呢？’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车辆设定不合适以

及骑行动作不合理造成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

上都是可以通过飞艇师来解决。”周陆成说。

在周陆成看来，飞艇师要为车手做全面的

评估，其工作有点像医生，需要了解客户身体

的所有特征。除了要了解车手的体征特点，骑

行经验、习惯、风格等，都是飞艇师需要关注的

内容。 本报记者 杨硕

银轮飞滚生意来“骑行热”下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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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轮飞滚，中国是世界上有
名的自行车大国。当下，骑行还
升级为人们在都市繁忙生活之余
行之有效的解乏放松方式。而随
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骑行运动
中，周边产业配套和服务逐渐迈
向专业化和细分化，也催生出不
少新就业形态，飞艇师就是其中
之一。

■ 飞艇师调试车辆 杨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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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

能）《我们拥有一个名字

叫中国》《踏浪》《外婆的

澎湖湾》《龙的传人》《乡

间的小路》……这些脍炙

人口的歌曲是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台湾校园民谣

的代表作，凝结着海峡两

岸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昨天，由上海市海峡两岸

民间交流与发展研究会

（海民会）主办的两岸研

讨会“台湾校园民谣之

美：传播与青年交流”在

上海戏剧学院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台湾知名民谣

音乐人叶佳修、李建复等

来到现场，与两岸青年、

音乐人共话台湾校园民

谣之美，探讨如何用民谣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举办此次研讨会的

目的，是纪念台湾校园民

谣兴起50周年暨传入大

陆45周年。1979年，台

湾校园民谣通过电台广

播节目开始传入大陆，逐

步掀起传唱热潮，影响

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

海民会会长高美琴表示，台湾校园

民谣不仅仅描写校园生活与青春悸动，

更不乏抒发思乡与家国情怀的经典作

品，至今在两岸民间有着深深的共鸣。

回顾校园民谣在海峡两岸传唱的过往，

有利于理解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影响，

推动两岸青年的交流融合更加深入。

本次研讨会属于海民会策划发起

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校园民谣进校

园”的重要内容。该活动已通过专家组

评审被列为市政府对台交流重点项目，

并被纳入市台办“两岸青年活力嘉年

华”的总体安排。

妈妈焦虑
家有“妈宝爸爸”

这几年每到开学，从上海到全

国都会发生好几起“送错娃”的新

闻，有些一年级孩子的父母连孩子

究竟是上的哪个小学、小学的校门到

底朝哪里开都搞不清。家住浦东的

杜女士特别长了个心眼，想着开学后

丈夫要独自承担起每天开车送娃的

任务，早早就把孩子的校名发到了丈

夫李先生的手机里，还隔三岔五地问

一遍“记住了吗”“查看过导航了吗”，

李先生一个劲地点头说没问题了。

前天吃好晚饭，想想还是不放心的杜

女士让丈夫开着车，带着她和儿子去

熟悉一下上学线路，没想到还真找错

了地方。原来，一向比较马虎的李先

生只记住了总校的名称，却忘记了孩

子进的是南校而不是北校，一字之

差，距离相差小20分钟的车程。这

下杜女士光火了，不停地数落丈夫

“对家庭不上心”“对孩子缺乏关爱”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弄得小两

口差点要干仗。

“建议遇到这类问题的家庭要

及时开个家庭会议，探讨一下‘马大

哈’爸爸形成的原因，鼓励每位家庭

成员展开真实的互动。”宝山区教育

学院心理教研员蔡素文说，别怪有些

妈妈会时常动怒，只因为家里有一个

还没有长大的“妈宝爸爸”。现实生

活中，有的父亲只顾忙于工作，有的

专注玩手机，对孩子的琐事用心不

够，觉得有妻子包办就行了。要让这

部分为人父者担当起家长的角色，懂

得去关心家庭里、孩子身上每天都在

发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妈宝爸

爸”，要让他们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自

己也不断地成长。

全家紧张
升学已倒计时

家住静安区的胡女士家最近有

些“阴云密布”，起因是她在孩子的

书房里挂了一张倒计时表，每天更

换一次数字，提醒开学就要上高三

的女儿离高考还有多少天。胡女士

对女儿说：“这虽然只是个形式，但

在这张倒计时表面前，全家都要动

员起来，步调要一致，要有临战的氛

围。当年我父亲在高中做教导主任

时，就把高三年级的倒计时表复制

到家里，正是在他的严格管理下，我

从农村老家考进了上海的名牌大

学。”没想到，女儿用一张放大的偶

像照片覆盖住了倒计时表，胡女士

发现后冲着孩子好一顿臭骂，还逼

着女儿要写出一份详细的高三学习

计划，每月都要有具体的刷题目标，

每周还要有进度安排。再过一周就

要开学了，女儿硬是拖着不写计划，

还回嘴顶撞母亲“更年期发作了”。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刘雅婷

老师说，“青春期与更年期的交织”，

这一微妙而复杂的家庭关系不仅普

遍存在，还会因高考这一重要关卡的

逼近而愈发显得棘手。正值青春期

的孩子正在逐渐形成独立的价值观

与世界观，而家长胡女士望女成凤，

在营造高考“备战”氛围时，那份固执

与坚持，不经意间触动了女儿敏感的

神经，让她对母亲的期望、设定的规

则与限制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与反叛，

原本美好的愿景，竟悄然演变成了一

场激烈的代际碰撞。希望每一位中

考生、高考生的家长化身“美好的发

现者”，用一双充满爱的眼睛，捕捉孩

子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与他们建立

基于欣赏与包容的深厚情谊，耐心倾

听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当面对难

以逾越的障碍时，不妨寻求专业的

心理支持，以免在无谓的对抗中给

孩子留下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

预设情景
过度保护孩子

“没想到升初二年级后，班主任

和其他几位主课老师都换人了。”直

到前几天新班主任来家访，赵先生

一家才知道学校对教师的人事安排

进行了大调整。他认为儿子是属于

那种“认老师”类型的学生，就是特

别认那些“对他好”的老师，从预备

年级到初一，带了两年的班主任都

对他关爱有加，会随时叮嘱他在学

习上要注意哪些问题。赵先生说：

“前两年我逐个去语文、数学、英语

和体育老师家里拜访，希望他们对

孩子多加关照。事实上，孩子和这

些老师都相处得很好，成绩也在稳

步上升。现在整个年级集体换新教

师，孩子能不能适应真是个头疼的

问题。”他坦言，家长群里这几天也

像是炸开了锅，很多家长都在焦虑，

不知道新班主任是不是能震得住班

级，担心新的数学老师是不是太年

轻了，埋怨为什么学校要在学业任

务加重的初二年级大面积换教师。

“有些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比

如预设自己的孩子‘认老师’、换老

师对孩子‘不利’等情景，用这样的

方式处理家校关系只会换来更多的

焦虑，还不如逐个去拜访老师多沟

通。”上海家长服务热线家庭教育咨

询师宋成锐说，进入新的年级后换

教师是学校的正常办学行为，家长

完全不必在孩子面前给出负面评

价，相反还要为孩子减压，让他们更

好地去适应新教师的新教法，提升

自己在新的师生关系环境下从容成

长的能力。

本报记者 王蔚


